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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Ss — WH AE, BIA T 
DTM AL BEHY 8 月 会 议 (1948 年 ), 是 生物 科学 发 展 史上 

一 个 具有 重要 意义 的 会 议 。 根 据 李 森 科 院 十 4 葵 生 物 科学 现状 "的 报告 ， 
Sere HHT Dea, 指出 了 砍 灯 埃 农 业 生 物 学 的 各 种 像 出 成 就 .在 次 凡 
审 说道 : “HME RE EA RL, fe Ee SEEK EM 
Py BEES Wy HE LY BE Be VL SU IT BL DS ESE TE WE s E I D C 
HOD UAOPEM AER, te BLAZE ARAL AI ARSE AL ee EH 
MATL PHBE, COMB SUA RE RAT 
中 其 

依照 各 族人 民 颌 袖 斯 大 林 同 志 的 建议 ， 蔬 联 部 长 会 议和 联 共 ( 布 ) 
市 页 委 员 会 作出 了 一 个 具有 历 由 意义 的 次 议 ， 郎 “ 因 故 种植 认 田 林带 、 
实施 章 田 轮作 制 、 建 筑 池 圭 和 水 库 , 来 保证 亩 联 欧 洲 部 修 各 草原 和 森林 
章 原 地 区 获得 高 额 而 稳定 的 收 各 之 计划 ”的 决 凡 ,这 项 决议 是 社会 主义 
JE SOE th HGP EL. 

仙 大 的 斯 大 林 改 造 自然 计划 , BOOTED NAR, 提高 植物 栽培 业 
Fl Wha PARE , 以 及 使 娩 联 产生 极 洒 富 的 农产品 。 和 这 个 催 大 规模 的 改 释 
农业 生产 自 然 休 件 的 计划 ， 规 定 各 集体 农 莫 和 国营 农场 要 有 计划 地 和 
广泛 地 实施 关 攻 提高 耕作 技术 的 农业 措施 制度 ， 和 这 个 制度 是 以 著名 俄 
国 农 学 家 多 顾 洽 耶 夫 、 郭 斯 除 切 夫 和 威廉 斯 的 学 说 禽 根据 的 .叫做 草 田 
aE 

1950 年 ,政府 通过 决定 ,要 在 伏尔加 河 左 岸 . 喜 海 附近 BeBe 
里 米 亚 和 士 泵 克明 尼 亚 大 到 河 地 区 中 , 实现 土地 灌 浙 。 数 百 万 公顷 士 地 
滤 浙 和 著 灌 ， 是 各 草原 和 森林 章 原 的 赣 燥 地 区 和 幕 漠 性 地 区 内 改造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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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的 事业 中 的 新 页 献 。 我 国 农 业 生 闺 将 永 带 不 再 受到 乾 旱 和 瘟 扎 的 扒 
害 。 

fe 10—15 年 内 ， 莓 蕉 埃 农 业 生 物 学 已 纸 前 进 了 一 夫 步 ; HE 
” 科 院 士 和 全 体 划 联 生物 学 家 已 经 进行 了 很 多 新 的 工作 。 在 无 性 杂交 \ 改 
造 植物 本 性 ,品种 内 和 品种 间 的 自由 优 粉 等 等 方面 的 工作 ,进行 得 特别 
多 。 国 家 理 秆 站 已 经 用 新 的 米 丘 林 方法 青 成 了 各 种 不 周作 物 的 很 多 新 
的 个 兰 品 种 ,过 些 品种 东 且 已 经 推广 到 生 兰 中 。 由 蕉 过 一 印 ) 本 书 的 很 
Ziti VARI BRET. 
 KEARAIHERRB—K—B. 
BTU BI TEE | 
论 和 第 五 章 ， 由 乌克兰 共和 国 科学 院 正式 会 员 尤 里 耶 夫 数 授 吉 _ 

“it cree 
8 SRT “ALAR” BID), SAB 

BRAS, | ‘ani 
第 六 ̀ 七 和 信 章 ,由 农业 科学 硕士 林 尼 克 教 笔 。 
第 九 章 和 “人 工 自 交 "一 节 , HEAP RIE, 
第 二 篇 (种 子 繁殖 学 ) 全 部 , 由 农业 科学 硕士 尼 库 宁 孝 笔 。 
WEAR A DS Ley 

Zi HE iki BE ee HE 
SEIT MRR REI 
数 授 担任 的 。 

乌克兰 共 和 国 科学 院 正式 会 员 
荣 攻 斯大林 奖金 的 科学 工作 者 

尤 里 耶 夫 数 授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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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性 ” 低 刘 与 植物 植物 的 耐寒 锥 针 ， 评定 耐 冬 性 的 田间 方法 ”越冬 情况 目测 法 

别 践 楚 克 评 定 法 ”植株 计算 法 ”晚期 播种 ”倾斜 地 播种 ”人 工 无 雪 RER RH 

验 室 田间 方法 “和 李 森 科 法 “ 尼 践 科 夫 电气 法 “” 耐 冬 性 的 实验 室 评 定 方法 “ 整 块 二 于 

法 ARMA PMH MARAAMRK MAEM AR 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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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HA “人工 乾 燥 地 ”永久 的 人 工 乾燥 地 ， 顶 盖 可 以 推 并 的 人 工 乾 爆 地 ，” 顶 盖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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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亚 杀 较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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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 RRS MENA RARER Pe MM RE 

病 性 的 方法 

第 四 节 “品种 对 礁 害 器 的 抵抗 力 人 eeooooeeeseees 298 

1.Re , 
HBA CHRA maNSR BGS 

2. ERE | 

SPMD ABR mm Bee 

3. FR AE a 

mee AF EM PPE HT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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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EHES “FH —MMiRe=e cenexunus, eH I “F selectio 

GAR > EFAS AES Cy Ty PE ENG» IEE, BR 
Aa dG EASE Jee HEB EME Hy E , LEME 79 VE SEE DIB DARL ee SE 
PETE UGE, WEA RCAE SRE (4p BET PHT BN EOL RR) 发 生 
HET ATMS ES Ae EAR AR, ELE SN RR Oh A 
ARGRIBREK. CLERTHE VALMMANER BLS 
BRED CEREBRO ERBRMEE. , 

REAP REE BE DEAS A EP EET 
OMB PE BAL + ili » ERE IEEE BE HERR AES: 
Spy EE ry A GOR SP A Blin, RA — 
AGT HE RG A RRS BG BE RET, SRR PE: 
可 能 在 长 短 不 同 的 时 间 内 影响 有 机 体 ; 可 能 在 很 短 的 时 间 内 仅仅 影 澳 
一 代 ; 也 可 能 影响 很 多 代 。 已 经 发 生 沟 化 的 外 界 休 件 ,对 共有 机体 发 生 
影响 的 时 间 越 久 避 有 机 体 遗 传 性 所 发 生 的 焰 民 就 越 大 。 在 自然 界 中 ， 
已 经 要 化 的 条 件 起 着 作用 的 时 间 很 久 (各 个 :地 摘 时 期 包括 数 百 万 年 )， 
因此 ;植物 或 动物 所 处 的 那些 条 件 , 对 它们 的 遗传 性 发 生 了 极其 缴 烈 的 
we, 

在 处 界 休 件 的 影响 下 ,有机体 发 生 着 各 种 量 光 和 质 溉 。 仅 仅 由 大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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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UMIRA SL, EA A, AB HEL, BOMBA TE 
(EAN AL EO HERR AL, MCR As ER. 
MESTGe SME ACeCe Uee <b. paren. © ees 
Hig, HRB HBA EAT i, eR 
uh > BS, Ab APSE SES Ba SR BR, {TS PR AS DH 
Hii LASTLY, APRS 5 Se BE 
WE A BES AB 

MT BRERA LA BROOME RE, BAT 
品种 普通 钴 型 不 同 的 续 烈 巡 县 。 例 如 ， 在 公 棱 大 奏 妈 丹 斯 交 征 的 播 年 
中 ,发现 了 无 此 的 、 三 蕊 的 、 密 穗 的 .县 穗 的 及 各 种 各 楼 的 植株 在 冬 小 

Am 

雁 岛 克 兰 卡 品种 的 播种 中 , 发 现 了 会 完全 抵抗 锈病 的 植株 , SAT ES SE 

卡 本 身 对 从 锈病 都 是 非常 没有 抵抗 力 。 也 发 现 了 营养 期 长 短 完全 不 司 
Hy HER. EASE HP, BERT Fh A A RHR 
EAM T PES AST ABE, TEASER “SRR 

RFK T BP REE IS BR 
AEE EL Be LE EES ERE) TEE, FE 23 年 后 多 得 

了 冬 性 类 型 ,而 在 春季 播种 冬 性 类 型 , 则 获得 了 春 性 类 型 。 在 接近 冬季 
播种 春 性 看 粒 小 麦 时 , FERED DARA PENG, TESTE, AES SG 
蔡 地 区 内 , 在 小 寿 穗 中 发 现 了 黑 夷 示 粒 。 李 森 科 院士 在 “ 葡 生 物 科 学 现 
HR Heyes BR SEE: “IRE WRI, 物种 形成 乃 是 历史 台 程 中 出 量 帮 到 质 释 
的 明 滤 过 程 。 过 征 跳 路 是 有 机 体 因 有 的 生活 活动 所 淮 备 起 来 ;是 有 机 体 
在 一 定 生活 条件 下 所 受 影 兆 之 量 的 果 积 的 结果 ， 而 这 是 完 至 容易 研究 

和 控制 的 。” +f 
iy WN. By Py Le EI AE TE BS PP SE: HE, 

CEM LAB RRB ER, EMG RIVET, RSW, 

‘eo 'b) 



cd hi ae, 
oer 

FEES EE EY. A EEE NOI MAR “MRE 

AAAS GEE» A PSE IS ES (HED 

El QRS US Ee A BSE LA SK, “EASE 

HOSMER ME EEE RAS) AH EE SE BUA A 

FEY, LEA By BH) PTA Py A HS BE HY HE A EE FEA A 

eB (HSE EBSA) HS TE PE TE RHE MRE 

SAMRAT, ELSES ABRAM BH SEE : ED 

HY RERBE TH , TE BRS MME, ATR DR BERD 5 在 一 些 植物 的 根 中 ， 形 

成 着 人 类 很 需要 的 糖 , 等 等 。 

Gh SE SAE RE, SAA A Cy SEA Ok 

Pep Re FA TEL SEH DE SE SH RA Be HEPA SSB A SEW) 

SEP A) IAA ATA EY LH BARRETT. A SSE BB 

HEEFT T 5 HD A TSE RY), BRT BRA AR A 

FN, VARADERO MERE, SHER HR TORS 

FR REAL ERA Le SE; HPS 

LM EEA ETE, REBAR eR 

Ae BARD Sh Al AE WB Ae 

力 的 植株 能 更 好 地 生存 ,产生 更 多 的 种 子 , 因 而 能 更 好 地 保证 自己 将 来 

的 存在 ,同时 又 更 大 地 满足 人 类 的 需要 。 
在 很 多 情形 下 ,人 类 估 了 更 好 地 满足 自己 的 需要 而 进行 的 玩 择 , 仅 

EB ORAS EB ERE; ASN A SEE 

PHMUERER, MHEELAEYH MWBE PEARS IEA 

ESE BIA ATES EY» (DM BE AY» EE 

或 华中 含有 某 些 物 质 , 则 甚至 可 能 对 欠 植 物 是 有 害 的 。 

Bit REMC: MIR, 1937 年 版 ,第 17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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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农业 的 发 展 、 人 类 文化 水 平 的 提高 .以 及 人 类 对 大 动 植 物 生 活 
药 知 识 的 加 深 , 选择 绝 成 越 来 越 有 意 巷 的 了 。 当 植 牺 所 提出 的 需要 ) 越 
来 越 多 , 越 来 越 不 同 了 ; 在 选择 时 ,全 仅 留 下 最 能 满足 人 类 高 度 需 要 的 

”优良 植物 和 动物 。 愤 择 已 经 进行 了 数 万 年 ,现代 的 一 切 栽培 植物 都 是 注 
样 创造 的 。 现 代 的 栽培 植物 熏 它 们 的 野生 祖先 区 别 很 大 。 它 们 已 经 发 生 
鲸 化 ,所 以 只 能 够 在 人 类 所 创造 的 条件 下 发 育 ; 这些 人 条 件 是 士 培 耕 作 、 

施肥 、 播 种、 收 科 和 把 古 子 保藏 到 下 一 次 播种 。 如 果 栽 培植 物 缺 乏 滨 些 
人 条件 而 自己 生长 ; 那 未 , 它 将 完全 不 能 适 吹 ,站 且 将 迅速 死亡 ;或 被 野生 
植物 所 窒息 。 «) 

AT SEFETESE EE ORE . TERR A 
BE, BRWRE: PABA RAMA PM, ARE ae 
REE. ORBIT AR RE BIT FSA 10,000 Ey 
前 , JHE RE T SH TE ES 5 BT EL 
WOE, sO KE ET A ERB ES 
EA TREVSEEL , 7EBAEE 4,000—5,000 年 前 的 瑞士 湖上 佳 宅 时 》 
发 现 了 现代 栽培 植物 的 很 多 迷 种 。 在 比较 晚 的 上 时代 ;十 代 人 钴 (中 国人 。 
埃及 人 、 印 度 人 、 亚 述 人 等 等 ) 已 痉 耕 种 了 现代 所 页 种 的 克 乎 一 切 主要 
的 栽培 植物 。 在 希 腹 和 绝 马上 时 代 作 家 所 写 的 书 中 可 以 找到 关 基 翘 料 进 
行 至 种 、 怎 样 进 行 选 择 种 子 来 播 征 、 怎 样 选择 植株 和 入 来 做 种 等 等 问题 
的 确定 答 覆 。 郭 鲁 梅 拉 建议 设立 试验 地 段 ,提出 理 征 的 任务 ;而 味 吉 页 
在 自己 的 诗 中 也 提出 关 似 的 建议 。 SOB ACA RSE 
BAPE BYE EE FEE A JO | 
ee ee ee 

Fp WF) AU LBA 5 ALE» BH ORE Sen eae iT SA Rae (EASE — SR 
FE ALG HAY) » SEE PRE LRT EEN AVA A, LE ERs 

ee 



a a 5 

ESA BE PO Ae BEN PEELE SS EDR» BORE ATE TESOL 1 
FESS LC ep 0 i A HE SE LY SIS SEE PE AS 
到 现在 的 状态 ,需要 很 长 的 上 时间。 

各 年 简单 的 集体 滤 择 方式 直到 现在 兆 保 存 着 。 毫 然 疑问 的 ,高 垄 的 
蕉 蕉 亚 克 和 大 廊 品 种 ,是 用 简单 选择 高 莹 植株 来 创造 的 。 在 胡 联 的 西北 
ADM GEA Fe). PR “BI” WBE GE BER, AS 
SRC HEC PR TELS » 186 BY TA tL I ESS BE 9 BB 
HRM. HPS, ROR RTE ye RF 
BRL AT BOR, CEMA Fe RR AS EPS, BIT Ze 
Hey PER Fe we yD RL EL MBER SEP EFT EE 
TERSBENERS NA EE HN eA SER AE TD 
FERNS DE ne. THIER 

的 居住 地 点 播种 了 小 麦 ， 然 谷 
| BA yee ee 
因 以 进行 夏季 帮 收 ) 直 到 秋季 
FMB, BM MBAR 
佳 地 点 的 上 时候， 小 麦 不 但 已 经 
Bh, 而 且 成 芍 种 子 已 经 停留 
在 植株 上 很 从 了 。 没 有 抗 股 粒 
性 的 一 切 植 株 都 囊 失 了 细 粒 ， 
而 最 妆 觅 粒 的 植株 则 利用 来 做 
下 坎 播 种 ;中 亚 彰 亚 很 多 落 名 
HOMEBOY RAR, BEER 
SEHWAG, ERIE EE ae 
AR, AMMA Btw 查理 土 . 3EBPHr (1809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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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甜 的 .美味 的 和 芬 香 的 果实 的 种 子 , 留 下 来 做 种 .直到 现在 ,一 切 匣 荣 
作物 都 是 按照 最 好 的 形状 、 颜 色 . 果 因 厅 同性 \ 香 味 等 等 来 进行 选择 的 。 

1859 年 , 巡 评 廊 发 表 了 他 的 著作 ' 哟 种 起 源 ” 征 来 双 发 表 了 其 他 
著作 ,他 的 著作 半 大 进化 表 程 的 理解 和 对 太 自 然 科 学 的 发 展 ) 都 起 了 重 
大 的 作用 ,站 上 且 和 禽 现 代 青 种 学 的 全 部 巍 炽 发 展 指出 了 方向 .天 闪 物 种 溉 
SL AUPE EAT BY AEE SS eT RA PRB SE 
es REE BAe Py BE — A DEE AF oR, PER CHEE 
Ht 5 HBS TA EOE 0 A TB 
aA SRA HUES REI BS EE TSAR AYA SS EE 
物 的 上 时候, 效果 更 大 。 以 后 数 十 年 自然 科学 的 发 展 , 都 顺 着 过 评 文 主义 
发 展 的 道路 进行 ,补充 了 很 多 越 来 越 新 的 事实 , 汪 些 事实 不 但 确证 巡 页 
文 主义 的 基本 原理 ,而 且 把 它 人 进一步 发 展 ， 

1900 年 ,由 帮 数 会 反动 派 和 德国 狭 险 民 族 主义 的 加 综 ; 荷 戎 的 德 - 
弗 利 兹 ,德国 的 科 偷 斯 和 奥地利 的 徽 泵 马克 ;突然 不 公正 地 开关 济 损 兹 
PEW ATOPY EET UTE SET. PE EAA 
EAA BASEL EP, ERA ey BEE, RR — 
it BRO LEA LEI La vt BA LE ea BE 
GEE, PREY RTE DEA RE LAME ny AURORE 
Be) ROBE Cae BE, TAM “PARSE IE” HOSEA BESS REA Hs 
Be 9 Se LEE 5 BER} ASI EL BE LCE TEASE 
的 研 完 方向 。 大 狗 在 这 时 候 , 又 出 现 了 美国 科学 家 摩尔 根 的 著作 ,他 并 
RETR ME CA RS MAST 5 ALAS AT 
68 Uy IER 

EF G5 Ee SE PSE EP 5 ST CHE BRIER PY 
$5 YA REAR AIS 〈 具 得 逐 等 人 ) » BAAS PY GR sai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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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ACHE, HPI A PEASE Py RSE A, BBE 
FOS PE OAS LAS PK, THAR PR, DCA Se 
$y, ODEO, IER > BA, WEE RA AE. 

PH (ee i JE a BR SEPSIS BT ABAD , 是 指 染 色 体 中 的 一 种 不 可 网 
的 ; 奋 是 是 物质 的 微粒 , 过 种 微粒 仅仅 修 别 次 定 各 种 遗传 性 。 他 们 训 入 ， 
整个 其 父 的 有 机 体 半 从 遗传 性 泪 不 发 生 任何 影响 。 但 是 ,如果 有 机 体 在 
DFE RCE FREBER, IK, 基因 〈 扯 传 物质 ， 或 即 魏 斯 曼 所 导 

里 ) 仍 然 没 有 改 压 。 根 据 演 个 “理论 ”, 整 个 有 机 幅 仅 俊 创 养 着 遗传 物质 ， 
EES ty AES EM IE, eR RA ES BE 
Bese See aes pees piece PN ee dec at 
MONK, REL, CEE DERM MRE, 种 族 主义 和 法 西 
斯 主义 理论 就 是 根据 车 个 学 设 而 发 展 的 。 

门 德尔 -摩尔 根 主 义 ,具有 反 过 泵 文 主义 的 反 进 化 的 思想 , 腾 重 地 
ne re: See 
SEG EERS AN EERE. 

AERA EMEA, BACH ET Peng RMR, OE HN eS Le BE 
AOS BT LNG, We ea SS EI 
HES, AMR NG ME ARES, 它们 有 一 个 共同 的 
目的 一 一 从 投资 中 多 得 利润 。 新 品种 的 青 成 或 繁殖 都 要 服从 泛 个 目的 。 
无 数 关 用 新 品 征 的 宣传 广告 , 当 新 品种 没有 客观 的 具体 描述 , 购买 者 不 
可 能 修 析 某 一 品种 的 优点 和 缺 黑 ，- 一 一 得 便 是 查 本 主义 国家 内 企业 主 
的 青 种 工作 基础 之 后 果 。 
俄国 的 育种 工作 ”俄国 民间 的 育种 工作 是 从 什么 时 候 开 始 的 ， 划 

”一 点 很 共 确 定 ; 因 篇 通 去 从 来 没有 关 达 项 工作 的 任何 记载 .大片 的 土 
地 具有 极其 不 同 的 土壤 条 件 和 气候 人 条件 , SE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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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 不 同 外 界 环 卉 人 条件 的 品种 。 在 俄国 南部 ,民间 理 种 工作 创造 了 硕 粒 
春小麦 的 很 多 品种 : US BER BO IRR I 
馈 特 卡 、 巧 泵 诺 岛 斯 卡 \ 吐 泵 卡 等 等 -也 创造 了 很 多 的 园 灶 春水 麦 品种 : 
波 泵 塔 夫 卡 \ 备 茧 克 、 馈 萨 特 卡 \ 吉 泵 卡 \ 馈 里 卡 ̀ 自 穗 5 各 穗 等 等 ) 过 些 
品种 的 一 部 修一 直 保存 到 现在 ; WB EMER REET 
兰 量 。 开 乎 浑 一 切 品 种 都 可 以 用 来 作乱 现代 青 种 工作 的 岩 娩 材料 - 

民间 的 青 种 工作 也 创造 了 很 多 优良 的 冬小麦 品种 : 次 性 波 销 塔 斯 
卡 、 散 多 米 泵 卡 、 科 斯 特 圳 姆 卡 \ 吉 页 卡 \ 白 穗 , 币 穗 \ 克 里 姆 让 等 等 

在 俄国 ， 很 早 就 开始 把 新 品种 和 新 作物 从 一 些 地 区 适 到 另 二 些 地 
茧 ;水量 也 从 外 国有 运 来 新 品种 和 新 作物 。 SAE CHa PIR RE | 
BRE Sie ot RE BRAN EL SA : 

ZE-TACHERCEH IE, BIL RLESBS ce WEL LIER Se AE 
EOE LIT ARAL Ue SET SAS. CEILS PPK 
丘 林 开始 了 自己 的 著名 的 研究 工作 。 
在 十 九 世 匈 未 革 , 有 一 些 地 主 们 ,开始 有 奥 趣 基 能 够 提高 自己 的 收 

入 的 那些 品种 由於 崇 拜 西 欧 ) 他 们 不 是 在 那些 能 适 肉 当地 休 件 的 当地 
品种 之 间 来 划 求 新 的 优良 品种 ,而 是 在 西欧 东 求 新 品种 ;地 主人 开始 从 
外 国 订购 各 种 不 同 作物 的 品种 ， 泪 且 把 得 些 外 国 品种 播 征 在 自己 的 昔 
园 中 ,他 们 识 居 和 过 些 品种 将 产生 很 高 的 产量 :他 们 首先 开始 风 买 和 糖 甜 
荣 的 种 子 ， 因 篇 过 种 作物 比较 其 他 作物 更 容易 巍 回 用 巩 风 里 种 子 的 费 
用 。 各 种 红 类 作物 的 品种 比较 温 才 开始 办 大, 其 实 ) 外 国 品 种 ;特别 是 礁 
小 麦 和 春小麦 ,常常 完全 不 适合 扒 我 国 的 条 件 。 若 来 作物 和 花 霸 作 凡 的 

种 子 , 则 完全 是 从 外 国 购 买 的 。 
建立 正 划 的 本 国 青 和 工作 和 稻 汪 生殖 工作 之 党 就 RRO - 

栽培 地 区 中 最 早 开 始 的 。 在 十 九 世 可 的 作 十 年 代 , 地 主 们 的 夫 甜 菜 肖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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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Se EE HEALED 

的 育种 工作 。 在 最 初时 期 内 , 主 

要 的 任务 是 在 礁 把 一 些 售 的 册 

糖 甜菜 品种 保持 在 谍 有 的 水 

AE; ARS ea A 

OTR. HEALED, 

BAARE SLA ERO Et 

AMSTEL 

WEEN. BF (AEE 

PERO) 的 需要 不 能 得 

到 满足 ;在 1914 年 第 一 次 此 界 

ARENA, ALE BS 

HERBS ACHR 

He, ELDAR SO sey - reek , FRR 

A ee Te : ORT EM 

Fh EAM sce BA CHR. ABE MB A Aa 

BIS Le, SER SAE HT (BUSES Ew eB NIH AS 

KEES) MO AA, SABRE en, teat 

大 的 作用 ;和 个 育种 站 是 重 进 斯 基 在 1904 eR, BTR RA 

Ap DAWA AT DR SLES, MERE, AEA AR BT. EH EB 

然 起 了 很 天 的 作用 。 重 进 斯 基 让 成 了 很 多 的 小 奏 RE DEA IG SBE 
的 熏 良 品种 ， 写 了 一 些 关 及 至 种 问题 的 论文 ， 作 了 一 些 沙 训 和 报告 ,等 

等 。1909 年 ， 哈 里 科 失 至 种 站 开始 成 立 ，1910 一 1912 年 ， 双 成立 了 很 

A: 德 浊 泊 泵 披 特 用 夫 斯 克 、 赦 德 茧 、 蓝 拉 托 夫 、 别 践 楚 克 、 克 拉 

斯 讲 库 特等 等 的 育种 站 。 和 从 1913 年 起 , 开始 实现 了 全 地 区 性 的 农业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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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 和 建立 了 各 个 省 立 农 业 武 验 站 。 所 有 的 育种 站 就 麦 成 了 过 些 妹 
MESH ANA. SAU ARERR J RB 
业 的 发 展 ,但 是 没有 停止 它 的 发 展 。 Rts 

苏联 的 育种 工作 “在 俱 大 的 十 月 社会 主义 革命 以 征 ， 理 种 事业 的 
HRURBEAE J TARY AL, 1921 4, BESET ph PSE A I MEI 
Pit TEMIABARE ACMA RAL, TREK 
体 气 定 了 种 子 繁殖 工作 的 任务 ， 规 定 了 建立 国家 品种 试验 条 涯 和 一 些 

优良 品种 种 子 繁殖 站 。1923 年 ,建立 了 国家 品种 试验 克 ; 起 初 建立 在 马克 

Bij, 1924 年 , 改 在 俄 史 斯 莓 灯 埃 联邦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 国 家 品种 试验 多 

开始 有 计划 地 研究 全 奉 联 领土 上 的 各 个 优良 的 党 地 品种 和 育成 品种 。 

联 共 ( 布 ) 中 天 监察 委员 会 和 苞 联 工农 检查 人 民 委 员 办 公认 ]931 年 

3 月 2 A “ARREST A” RE, Fa: SE 

nn fa SAY SCRE, Se EXE Ty Se Se; HSE lB Se a 

理 处 所 属 的 国营 农场 , 应 进行 第 二 次 繁殖 ; 特别 指定 来 进行 种 子 繁殖 的 

各 集体 头 革 , 应 进行 第 三 次 繁殖 。 第 一 次 ̀ 第 二 次 和 第 三 次 繁殖 的 规模 
EEG, CREASE, RR ARE Bie 
1932 年 10 月 25 日 的 次 议 中 , BPN SRE 7 EOE. 
花 联 人 民 委 员 会 1937 年 6 月 29 日 “天 共 改 良 绥 类 作物 种 子 的 步 又 ” 

的 决议 中 , 据 定 了 现在 人 肖 存 在 的 全 部 表征 和 种 子 繁殖 事业 的 粗 织 形式 。 
过 项 次 议 规 定 了 每 一 个 青 种 站 所 应 当 服 务 的 省 区 范围 (1 一 2 省 )、 繁 殖 
优良 品种 的 土地 面积 以 及 品种 的 种 类 。 对 失 在 特别 指定 的 地 区 种 子 繁 
POT (集体 农 碍 和 国营 农场 ) 中 进行 的 第 一 炊 和 第 二 次 繁殖 ,也 作 了 
辐 赚 的 规定 。 在 地 区 种 子 繁 殖 农 在 中 , 以 及 在 一 切 其 父 的 集体 农 昔 和 国 
车 农 场 中 ,都 应 当 划 出 一 定 大 小 的 种 子 繁 殖 地 段 。 优 良品 种 原始 材料 地 
段 和 各 次 繁殖 地 段 的 面积 ， 克 当 准确 地 互相 协调 。 过 些 地 段 面积 的 此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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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 ERE DIM ey BE Ae TR RHE FE-PE A I J SR SP 
HE IOS LDR SS EET BIBLE 9A OE GEE HEUTE. 
EMELINE HE 

5 Fy AEA AERA » LS 1 AR EEE HE SES 
RAAEB ALOR, BRERA, FMI, ROBE AT 
ETHIE ME IE BDI ARG A DIED) Hi A EAT 
FT LNG ETS) » 5 HE I A IL LE BE 
EBS) AA BREAST At FL) BB EE DR NG HT 
在 一 个 地 区 内 推广 很 多 品种 ,而 在 另 一 个 地 区 内 则 仅仅 推 广 一 个 品种 ; 
每 年 都 气 定 了 把 种 子 从 一 个 地 区 到 另 一 个 地 区 的 有 运 办 计划 等 等 。 但 是 
天 大 们 的 过 一 切 破坏 活动 都 被 揭穿 了 , 瞄 才 活动 被 清算 了 ) 匣 灯 埃 种 子 
Me ROR, Cee LT RARE, 

F(t GE POE ABR: ETE SL Pe IP ER IRE 
Un GR BET RSME See “PBR” BR 
件 对 共有 机 体 及 其 遗传 性 的 影 澳 ; 他 们 的 理论 使 科学 研究 工作 走 上 了 
毫 无 成 果 地 如 找 和 神秘 的 耐 塞 性 基因 、 抗 时 性 基因 、 致 死 基因 、 诱 发 糙 轴 
基因 等 等 的 道路 ， 使 科学 研究 工作 走 上 了 不 考虑 外 界 休 件 的 影响 而 天 
述 厅 种 后 代 的 数目 比例 的 道路 。 当 从 机 花 传 粉 作物 ， 则 探 用 人 工 自 交 
(EDERAL FEM) Fe BR, PR TER RE RT OD 
ABW, MAB TRGWIER, CSP Ee 
RS) HUES RR MES PTA “HOR”, BURP A RTS: SE Ey BE Se at 
RIE TEA Hy» TERRES WEP BK PO PY RT DE PIE 
BRAT DUC “HR” BME ESE 
TF As PAS» A A a LG IR | 

8 TEE Pay BAR I, WE T SE AOR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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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篇 实 践 育成 多 少 适 合 的 品种 s 
但 是 ,大 多 数 的 埋 种 家 却 没 有 跟着 过 个 反动 理论 走 。 中 然 大 民 的 敌 ， 

人 和 形式 遗传 学 家 们 使 芯 联 的 种 子 繁殖 和 育种 事业 蒙受 了 损害 ) 但 是 
iM IRAE thy AS EMO MT ASOT BSR PE 
些 新 品种 的 数目 一 年 一 年 地 增长 着 ,品质 也 一 年 一 年 地 提高 着 。 例 如 ， 
萨 拉 托 夫 青 种 站 在 成 了 留 捷 斯 先 斯 62 小 麦 品种 ; 泛 个 品种 南大 具有 非 
常 的 可 塑性 ,已 经 在 全 将 联 俩 士 上 汐 得 了 很 大 的 推广 。 敲 青 种 站 又 青 成 
了 最 耐寒 的 冬小麦 留 捷 斯 先 斯 329 和 留 捷 斯 先 斯 1060110 品种 》 6B 
至 成 了 墨 奏 与 小 麦 的 划 种 。 西 伯 利 亚 起 类 作物 栽培 科学 研究 所 青 成 了 
春小麦 米 里 吐 重 姆 321 和 切 季 岛 姆 111 品 种， 车 个 品种 在 裁 物 品质 上 
是 保持 世界 记 缘 的 品种 ; 米 隆 诺 夫 青 种 站 青 成 了 饲 克 兰 卡 小 麦 品种 ,过 
个 品种 到 现在 般 止 ,已 经 在 奋 联 最 大 的 主 地 面 稿 上 播种 ; 赦 德 萨 青 种 站 
BRT AAS EL ASE 3 品种 ; JEP RAT RT eH 
iA SEA OP eR A ER, RT 
FEEL; BIS RE eT Sg ws ES Fh BP ee 

麦 品种 ， 哈 里 科 夫 青 种 站 吝 成 了 艾 里 特效 斯 别 尔 收 姆 917 EE 
滥 饲 姆 1239 冬 小 麦 品种 ,以 及 耶 甫 史 特 镶 姆 353 头 麦 品种 \ 哈 里 科 夫 村 
奏 品 种 ; 均 拉 斯 诺 过 泵 青 种 站 育成 了 克拉 斯 诗 过 寅 卡 \ 卫 二 忠和 新 高 克 
戎 卡 小 麦 品种 ;克拉 斯 庄 库 特 吾 种 站 至 成 了 梅 良 讲 普 斯 695 郭 宕 捷 传 弗 
泵 梅 189 和 艾 里 特 罗斯 别 泵 牧 姆 841 小 麦 品种 ; 越 尔 赫 尼 亚 赤 青 种 站 
至 成 了 留 捷 斯 先 斯 17 和 艾 里 特 罗斯 别 尔 收 姐 15 DOE A, BBA 
Fel MIRE AB; SESE, SE, ORE OHH AOE OH Ta 
Ay Wee ie HOPE OSB BE BL BL SE YE BY HE 
Ap BEM HOHE BIR DIL A HR; PORT 
$e HEYA L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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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丘 林 和 李 森 科 的 研究 工 
作 ， 在 世 蕉 埃 青 种 事业 的 发 展 中 
佑 了 卓越 的 地 位 。 
天 才 的 生物 学 家 和 像 出 的 育 
SOK EK, 大 狗 在 1875 年 就 开 
始 了 自己 的 研究 工作 。 米 丘 林 中 
然 在 青 成 新 品种 的 工作 上 多 得 了 
非常 的 成 就 ， 但 是 他 不 但 没有 从 
沙皇 政 府 多 得 任何 帮助 ， 泪 且 相 
反 的 ， 沙 皇 的 官吏 还 挫 殴 了 他 的 
实际 工作 和 理 渝 研究 工作 ， 因 篇 
他 的 工作 被 认 篇 过 反 当 时 的 正 竹 
科学 。 米 丘 林 的 巨大 经 验 和 各 种 

新 方法 仍然 没有 被 利用 。 只 有 艺 

ERB A SERV EE DK He 

a is 

BRL + RRR EME + Ok ER 
(1855—1935) 

的 研究 工作 ,提供 他 以 全 面 展开 自己 的 活动 的 可 能 性 。 米 丘 林 的 著作 不 

仅 成 估 育 种 家 和 果树 园艺 家 、 而 且 也 成 篇 一 切 生 物 学 家 的 财产 和 日 党 

手册 :植物 的 生活 和 发 育 之 唯物 主义 解释 ,系统 发 育 和 个 体 发 育 之 不 可 

从 制 性 , 有机体 在 其 发 育 过 程 中 狗 得 的 特性 和 性 状 的 遗传 之 证 据 , 以 及 

植物 的 定向 培育 ,就 是 米 丘 林学 愉 的 基础 。 米 丘 林 第 一 次 大 规模 地 巍 用 

法 烁 种 类 的 有 性 杂交 。 他 建立 了 泪 且 在 自己 的 实际 工作 中 探 用 了 植物 

(特别 是 幼 龄 植株) 的 培育 法 ; 他 研究 出 了 蒙 半 法 、 新 的 折 土 化 理论 、 混 

合 授粉 法 、 无 性 渐 近 法 、 媒 介 法 、 无 性 杂交 法 .遗传 保守 性 动 的 法 。 

“ 米 丘 林 提 出 了 自己 的 座 右 锣 :“ 我 们 不 能 等 待 自然 的 恩惠 ;向 自然 委 
取 一 一 才 是 我 们 的 任务 。 李 森 科 在 自己 的 “ 论 生 物 科学 现状 的 报告 中 



i4 RN Ds REE DAF SER 

BERL: BP REO 1 
fy (CBE AW TERE: HL Fh Ye 
HEF MR PMA HES 
Pi 是 可 能 的 和 必要 的 。 米 丘 林 根 

据 自 己 的 实验 和 实际 工作 ， 掌 握 
了 过 些 可 能 性 。 最 重要 的 是 : 米 丘 
PERSE PRR, ARE 

ARTE PEHO RE, BUR IEZE RE 
学 ， 篇 每 一 个 生物 学 者 指明 了 控 
制 植物 和 动物 有 楼 体 的 本 性 的 道 
路 ， 使 有 机体 本 性 朝 着 实践 所 需 
要 的 方面 去 改 法 的 道路 。?” 

李 森 科 院 士 是 科学 的 革新 
者 ， 他 勇敢 地 开关 了 科学 和 实践 
中 的 新 的 道路 。 李 森 科 的 名 学 是 
每 一 个 育 苑 家 和 广大 的 集体 农民 震 素 都 知道 的 。 他 所 研究 耳 的 植物 隧 
段 发 育 理论 \ 春 化 处 理 \ 品 种 内 和 品种 间 有 性 杂交 受精 壮 捍 性 ,局 耸 要 
52 FEE IES /p BSE BEAR hp BED) EAS Hp BEE EAL WY HE 
SEA SAR AERA PRAY EIR DG SE Sa RSS a ae 
RRL DENTAL IE, RABEL BIE Re: DE 
米 丘 林 主 义 者 ,他 在 全 匣 列 宁 农 业 科 学 院 的 8 GRE LET SU 
摩尔 根 - 门 德 硕 的 反动 理 葵 ,使 生物 科学 走 上 : 
的 唯物 主义 的 道路 。 

李 森 科 院 士 在 “ 论 生 物 科学 现状 ”的 报告 中 裔 :“ 米 丘 林 主 雯 者 淮 行 
ORAS EEE CBE Ta HH BEY AL, ST EVE ra: SEP es 

A TRIEMR . STE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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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 EME CARA EE RG HY A OK A BE 

fly eS ACA SE GE TTI EL AS Ee CEE SE 
ae See tt se SA op ae 

击 基 我 们 车 厅 志 的 米 丘 林 方 向 和 农业 生物 科学 发 展 的 车 果 ， 很 多 
SOLER HABE T, BME Te 

Gil GER , UR BEE BIE SYS ES EAR bs ES LL 

UST HM SHXLERRE EERE HARB HAS SB 
pe GE EEE fi Fs DE ie eB HR AF USE ET TA” 
BRR AEE 8 月 会 议 (1948 年 ) 的 次 蔗 中 指出 :“ 米 丘 林 

HiME FEY: 植物 和 动物 在 生活 人 条件 影响 下 所 多 得 的 
PAVE, HEE ROE eK REA Be BB a 
DMPA CRS HEE ENG wae eee 
fh) He UR ABR.” 

HDPE Wy A EE BY RISE PER, SE 

‘Ay Bly Bitty HEE, 
莫 洛 托 夫 同 志 在 催 大 的 十 月 社会 主义 革命 三 十 一 过 年 匈 念 的 报告 

中 纹 道 : “遗传 性 理论 问题 的 辩论 ,提出 了 关 太 以 唯物 主义 原 旭 优 基 础 

的 芙 正 科 部 贤 科学 工作 中 的 反动 唯心 主义 残 父 (例如 煞 斯 曼 主 义 关 大 

FARES ECR EERO TBLEEMERLD MALE 
ARAN, eA HE ee ERS AO 
PERE EDIE ER ERT eRe” 

育种 的 任务 及 芍 联 育种 工作 的 基本 方向 ”育种 的 任务 是 育成 某 种 

作 愧 的 新 品种 ,过 个 品种 必须 能 够 在 一 定 的 当地 人 条件 下 (土壤 、 气 候 \ 农 
业 技 术 ) 童 生 极 征 定 的 高 兰 量 的 和 高 品质 的 收成 。 

但 是 , 品 征 是 什么 呢 ?要 怎样 理解 生 一 名 蛮 的 含义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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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中 然 很 多 科学 家 便 纸 对 “品种 ”一 鹿 下 了 定义 ,但 是 党 个 概念 直到 

现在 还 没有 一 个 公认 的 定 闵 。 

sen cin 298 be 7 Sia 

“品种 ”时 ,我 们 仍然 清楚 地 理解 它 的 意义 。 当 然 , 品 种 站 不 是 最 低 的 
nib hit <ce-tst ecgta nse eas 

AM RA RR EA BEG» Aa He BPI 

BY DIES Hh ih Eh A TE, TH BE BY HR A 

(il Ln Ze aS ney EH hE ALES I + 2 J PB - 

Abe EE AL, PL AU ; IB A Ae BEB 8 AE 

4 MH HS « SHE PPD HL AA AE A 

Fi y Ez PSARGRIR ZEB » ELAR AE JB A TH SAG FB 
FE ABE) He BEE ERA EI TEAR Be API 

AEH AER BI » — fH Gh LEAT HE DR HS RE, GS i 

AEA ADA Bis al al SEES) SE — HR gH BE 9 APY HE BEA: SU DR 5 AEE 

SBME F, 326 IEEE A, RAED 
Shy TSE DUNE TERRE ETE at A DEE SSE, 也 是 如 此 。 

si BEE E BE By HY Ny ABT FEZ) BR HS EIA 

BD) EA SORA» AT EA A RA 

年 不 同 的 野生 植物 类 型 .但 是 这些 类 型 一 旦 落 在 人 类 手中 ;一 年 一 年 地 

蒙受 各 种 栽培 方法 (即使 是 最 简单 的 栽培 方法 ) 的 影响 就 发 生 帮 化 ) 泪 
FLEE TY Br FEA oe’ ; “E {PS BE ds AES Te at_ ARE BE» SESE 

EMME OE BRIE, EMER MAR ET 
人 类 把 某 种 植物 拿 来 我 培 时 ,希望 更 好 地 满足 自己 的 一 定 需要 ;但 

如 果 没 有 过 样 的 改良 , 那 未 人 类 就 不 再 栽培 这 种 植物 了 。 由 此 可 上 见 ) 品 

熏 是 帮助 人 类 更 好 地 满足 自己 的 各 种 不 同 需要 的 生 童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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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AIGA La ATRIAL G8 OT A TR 
HE. AOA RACE LOU BR EE be As EP a BK 
HATA SEAS A FETE Ae Hy Pe BK SSS — AER Sy, ELAR RH HE 
PEEP » SE ASEM FER TENA ty BREE PREETI 
38 SIGE AIL ey EC» IF BR ENG Im SD 
也 改革 了 品种 及 其 遗传 特性 。 

演 样 看 来 ,内 然 我 们 是 优 了 某 一 品种 的 一 定 遗 传 特性 而 探 用 它 , 但 
是 同时 ,我 们 也 估 了 该 品 种 的 健 化 创造 人 条件。 优良 的 栽培 条 件 使 植物 有 
了 更 好 发 育 的 可 能 性 ,人 狂 其 至 在 栽培 的 初期 ,就 已 经 会 遗 择 比 较 好 的 
种 子 来 做 种 ,过 一 急 不 论 过 去 和 现在 都 优 品 种 的 不 断 改良 创造 条件。 

乱 了 满足 人 类 的 各 种 不 同 需要 ,不 俊 需 要 大 量 的 产物 而 且 也 需要 
鼓 产物 具有 一 定 的 品质 。 因 此 ,人 沽 很 高 地 评价 那 种 能 锣 产 生 更 高 品质 
的 童 物 的 品种 .有 时 候 , 兰 物 的 品质 次 定 了 品种 的 滤 择 ; 所谓 品 质 , 是 指 
味道 香味 美观 等 等 。 

， '; 演 样 看 来 ， 品 种 是 人 类 篇 了 满足 自己 的 某 些 需 要 而 创造 的 一 类 条 

培植 牺 之 炉 称 , 泛 类 值 物 具 有 一 定 的 道 传 性 及 其 麦 屋 性 ,特别 是 具有 一 
定 的 生物 学 特性 和 逻 济 隆 状 ， 因 而 能 够 在 一 定 地 区 内 兰 生 高 产量 和 高 
品质 的 产物 。 

有 性 杂交 、 培 育 和 选择 一 一 是 育种 工作 的 本 质 ， 青 种 家 在 其 工作 
的 比较 早期 阶段 中 ,全 偿 从 事 蕉 选择 他 在 自然 界 中 所 发 现 的 东西 。 培 青 
在 当时 汞 不 是 至 种 的 特殊 任务 ,但 是 培 译 永 速 是 在 进行 着 的 因 篇 栽培 
条 件 不 可 能 不 影响 品种 ,使 其 区 得 某 种 性 质 。 直 汉 米 丘 林 和 李 森 科 的 研 
宪 工 作 以 后, 所 有 的 人 才 开 始 明白 : 用 定向 培育 的 方法 ,可 以 完全 改革 
品种 的 本 性 。 

一 急 现 有 的 品种 可 以 按照 其 起 源 的 不 同 , 而 牙 优 若干 惹 。 在 最 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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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 候 ;农业 生 兰 中 出 现 了 当地 的 品种 ， 所 疆 当 地 品种 ;是 指 在 具有 具体 
十 坊 气 候 特 点 和 农业 技术 特点 的 某 一 地 区 内 关 生 的 品种 。 芝 些 品 种 是 

在 数 十 年 必 及 甚至 数 百年 的 通 程 中 ， 由 大 自然 选择 和 原始 的 大 工 选 返 
的 烙 果 而 创造 出 来 的 。 

当地 品种 由 从 其 起 源 ? 能 修 很 好 地 适应 礁 访 地 区 的 条 件 , 得 是 它 个 
在 形态 学 上 常常 是 各 种 各 样 的 。 在 各 种 当地 夏 故 中 间 ) 常 带 可 以 在 同 二 
(Hint STE OAR, SCR AIS Ry. SCRA AT Re 
型 。 可 是 ;在 形态 学 上 不 同 的 过 一 切 类 型 ,在 生物 学 上 却 是 相当 纯 一 的 。 
da SRSA: ih eg TR Bk ZEB 
che St ae 5 HH $k (PHBL TY DA 5 FEA 2 Hh i BE gE BY 
Ny RUE IE, ARAN RS, AS, 
0 HBR GE HE AIT Hh AT. A 
身 是 宝贵 的 ,同时 ,它们 也 是 育种 工作 的 宝贵 原始 材料 。 

当地 品种 常常 被 进行 集体 先 择 。 在 芝 种 情形 下 ,党 地 癌 种 保存 着 对 
SHOT Wy EE AS REE» (HE BS PETER ERE Lee ay 
了 .有 很 多 按照 其 原 产 地 \ 或 者 按照 进行 选择 的 人 的 各 学 来 定名 的 

Ai, PSE EAL, WD RA RR 
HEME wn FE » TRA Pra 3e A in Be BEF Ke BRB 

FE WE EAE 5 YAS ERE IE He RABE Bs BRR aE 
等 ;来 作 篱 例子 。 
Iu YW RB A 

PATE rh AR EOE ROR. 
WEBI 5 5 LE ih Be ETE PEAR A AE EE RE BT GER AE 
FEA DLA Wel iy a EN A REA HERR, BE Bh HT 
fi FR" Wy fli — VE en FES a il he SE Fg ERE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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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在 “MUR” oh METRE BO Rey A Ee 
Elo RP AER) HLAC AEA BLE LAT Ay ESE SA TH EEE DA AE 
rh HI BREE “MR” CRE BEE A 
ST “MR ER PRE LE AEE. 

BEE (ES La FB TE FAL: EE BE 
fle APSE PET SE LE oh BE. TEE 
Dif» GBR EAT AE Aa ABT SE EP ON DD PSL 

RS RN Hey i RE BE Pe 
pS BEBE ERE. BIDE BLE OL EFT 
PLFA ATE Sh AB Hy FE ARE HH ML, 

fE7 RGR E, HVAT OE RS RSE AS 
oN, ASERE, ST PEP A REL 
的 很 多 个 别 特性 ,例如 而 塞 性 、 抗 早 性 \ 抗 病害 性 ̀ 抗 器 害 性 、 抗 倒伏 性 、 
BORE ORE, RET A BE EE Se 
i, CSREES, MPU AES I ey BE 
LHGnRLERE TLE, RIESE Tee 
RBGG, hE T RAR —  e _L 3E 
EAR TY SBE HE) RI 5 BY) OD ESA FP EPRI ES SER NE 
Be PS ABE OU Ty MELEE OPS ERP RR IES 
要 性 也 保存 着 自己 的 意义 。 品 种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在 个 别 年 代 内 可 能 是 
高 的 ;但 是 如 果品 种 是 不 耐寒 的 ， 那 末 在 肌 塞 的 冬季 ;品种 将 部 从 被 头 
死 ; 泪 且 兰 生 低 的 音量 。 由 大 没有 充 牙 的 抗旱 性 、 抗 病害 性 、 抗 倒伏 性 等 
等 ;也 可 能 发 生 同 样 的 情形 。 胡 种 家 必须 揭 明 使 品种 不 能 饮 产 生 高 疼 量 
的 原因 。 仅 仅 记 缘 高 产量 或 低产 量 (即使 记 销 得 很 准确 ), 是 不 修 的 ; 必 
须知 道 ; 乱 什 么 会 多 得 高 的 或 低 的 产量 ,当然 有 什么 特殊 的 条件 促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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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G WE T res EW HE FF 

1937 年 和 1938 46, &5 seb BEAR T AAS PA. FE ED BY 

{LB APR AEA BAe RE, Ae, 4A on BY Be Te 

大 大 降低 了 : ES SDK BEA GR BE As GB Ee AS Te 

ir wae ge 5 SA TTT LE AS Ae DB va BS A a, Ts FL» EE 

HEY Sees mm ETE. GaP REY sa et 

AEF BK it — RR ER 

过 些 例 子 悦 明了 下 列 一 事 是 很 重要 的 :必须 全 面 地 研究 各 个 品种 ， 

关 明 它们 在 一 切 可 能 的 、 有 利 或 不 利 套 形成 高 产量 的 发 育 休 件 上 的 特 

TE. 

FE VA Tid hs BZ EE, BOR PRAT SE AR Bh 

EEE PH Bie P50) Hh J BR EI 9 3s FE DP Be AP — i orn» 

Ae DAs ee ee (Bl on EH OE RR Ho 

5: — fie) FF FEAR TENE TT EES ELE LT > hE EAC AT 

TERS A — Hh eS RAE EC A St PF Hh Ut 2 A AE 

Sn 

分 做. 最 低 和 最 高 降水 量 、 EHR 日 照 长 得 、 质 力 和 质 向 过 些 因 

素 伍 植物 发 育 的 各 个 降 界 时 期 的 关 傈 ,将 立刻 篇 育种 家 指出 工作 方向 。 

冬季 的 低温 ,特别 是 在 无 雪人 条 件 下 的 低温 ,使 获得 高 度 耐寒 性 的 品种 的 

任务 , 竹 成 首要 的 任务 。 在 植物 发 青 的 一 定时 期 内 的 雨量 不 足 或 完全 无 

两 ,告诉 育种 家 以 创造 能 在 亦 时 期 内 抗旱 的 品种 之 重要 性 。 短 的 或 长 的 

营养 期 .种 的 春季 灵 头 或 早 的 秋季 号 头 、 一 画 夜 内 或 一 年 内 的 温度 剧烈 

狼 动 等 等 ,一 一 过 一 切 都 次 定 了 育种 工作 的 方向 。 

气象 学 人 条件 之 所 以 重要 ,不 仅 是 因 乱 过 些 条 件 直 接 影 兆 植 物 ? 而 且 

也 因 篇 过 些 休 件 次 定 了 植物 病害 和 吕 害 的 较 多 出 现 或 较 少 出 现 。 在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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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 或 比较 寒 沦 的 地 区 内 ,锈病 站 不 引起 严重 的 损害 ;只 有 在 冬季 温 蛤 和 
雨量 充足 的 南方 地 区 内 , SEE EAC HSE, PR 
联 的 疙 乎 一 切 地 区 办 ,都 可 以 过 到 个 别 的 故 程 电 ; 但 是 只 有 在 某 些 地 带 
Py, AML AE, 过 些 地 带 包 括 高 克 兰 的 大 部 修 , RE 
与 其 接壤 的 一 些 地 方 。 相 反 的 , PEPSI AGREE WH He Se Ds Hh PSD 
是 很 有 害 的 。 

育种 家 工作 的 地 区 内 常常 而 且 大 量 出 现 的 病害 和 害 咒 生物 学 之 知 
规 , 在 培育 品种 时 是 必需 的 。 由 此 可 见 , 育 种 工作 必须 与 植物 病理 学 和 
昆 是 学 的 工作 联 紧 起 来 。 

植物 的 发 至 和 生活 都 有 自己 的 规律 在 一 定 的 温度 .温度 营养、 日 
昭 等 等 的 人 条件 下 ,每 一 个 发 译 阶段 才能 饮 更 好 地 完成 。 一 些 人 条件 更 好 地 
促成 植物 的 而 塞 锻 鳞 及 其 越冬 人 准备 , 另 一 些 人 条件 则 效果 不 大 ;在 一 些 休 
件 下 , 发 青 阶 段 完 成 得 很 迅速 , 相反 的 , 在 另 一 些 人 条件 下 , 这些 发 至 阶 段 
则 完成 得 很 还 组 ,只 有 在 上 解 了 植物 的 生理 学 时 , HE OS MH 
秦 室 的 斑 法 ,来 测定 耐寒 性 ,抗旱 性 等 等 .不 虐 解 植物 的 生理 学 , 育种 家 

”就 不 可 能 有 意 规 地 选择 有 性 杂交 的 条 本 粗 ,以 及 选择 和 淘汰 杂种 后 代 。 
青 种 学 应 当 与 植物 生理 学 密切 地 联 上 玛 起 来 。 

PER BLES, 在 礁 获 得 最 高 量 的 和 完全 一 定 品质 的 某 种 产品 。 
不 同 的 小 麦 品种 的 细 粒 , 能 烘 燃 出 品质 低劣 和 优良 的 粘 包 。 邹 使 很 高 的 
ETL, 也 不 能 补偿 令 人 不 满意 的 品质 ; SIF LLL, Bow 
兰 物 的 化 学 成 牙 和 工业 技术 特性 之 评价 , 在 至 种 工作 中 是 稻 对 必需 的 。 

青 征 家 的 研究 对 象 是 各 种 不 同 的 作物 ， 以 及 过 些 作物 的 很 多 区 种 
和 品种 。 植 物 从 类 学 、 解 剖 学 和 形态 学 的 知 莽 , 将 帮助 他 研究 过 一 切 种 
类 繁多 的 对 象 。 

BRAK, ATA RAR, WRB RS 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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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现 在 我 们 很 克 想像 出 一 个 育种 家 ， aie 8 tig 

工作 者 的 密切 合作 而 能 顺利 进行 工作 的 。 

一 个 品种 通常 是 由 一 些 包括 不 同 专 业 的 工作 者 青 成 的 .当然 ,过 泪 

不 是 说 ,一 个 埋 种 家 没有 和 不 可 能 单独 育成 新 品种 。 

丰年 家 在 工作 中 必然 过 到 遗传 性 及 其 刁 性 的 现 介 。 他 探 用 有 性 

杂交 选 择 等 等 方法 ， 而 只 有 在 上 暴 解 遗传 性 及 其 迷 翼 性 规律 和 进化 规 . 

律 , 才 可 能 利用 这 种 方法 。 对 从 过 泵 文 、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 米 丘 林 和 李 森 科 

的 天 才 著 作 的 研究 , 将 帮助 至 种 家 控制 植物 的 发 译 。 没 有 研究 以 及 在 工 

作 中 没有 应 用 辩证 唯物 主义 的 法 则 ， 也 就 不 可 能 正确 地 隘 解 自 然 界 现 

Seah Fy OA FE Hy EA, 因而 也 不 可 能 正确 地 睦 解 植物 的 发 育 。 斯 大 灯 同 志 

在 " 辩 鲜 唯物 主义 与 历史 唯物 主义 "一 著作 中 指出 :“…… Pepe aa ee 

CRB EEERRB PEAKE, TC CRBS yy ihe 

重复 , REAR EDR AES TER a), LIAS, Hr Be RESEDA 

HRA RAH, HERP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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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 青 种 工作 的 原始 材料 

第 一 区 “栽培 植物 分 类 电 的 基本 概念 

生物 界 中 种 类 党 多 得 售 人 碧 边 ; 早 在 速 古 的 上 时代, 过 种 现象 就 引起 
双关 产生 一 种 愿望 : 研究 各 种 各 样 的 类 型 ,把 它们 加 以 牙 类 ,以便 使 实 
佬 活动 容易 进行 .不 仅 科 学 才 承 认 植 物 修 尖 的 必要 性 , 人 类 的 日 常 经 奏 
也 单独 地 创造 了 民间 的 牙 类 法 。 

除了 种 类 的 每 多 以 外 ， 个 体 数 目 来 多 的 各 关 植 物 和 动物 之 构造 中 
揭 共 同性 或 相似 性 ,也 引起 了 人 个 的 注意 。 在 阿里 斯 多 德 和 提 奥 夫 刺 斯 
蕃 的 上 时代, 就 已 经 充 牙 清楚 地 规定 了 记 壕 动 植 物 的 任务 ,以 及 动 植物 牙 
类 方面 的 最 初 方 法 。 阿 里 斯 多 德 在 动物 方面 和 提 奥 夫 刺 斯 塔 在 植物 方 
面 提出 的 任务 ,是 在 礁 确 定 有 机 体 是 由 什么 “部 牙 " 环 构成 的 .由 此 可 见 ， 

必须 文 定 各 个 不 同 有 机 体 轻 常 重复 出 现 的 根本 的 、 相 似 的 构造 特征 。 
另 一 方面 ;把 各 个 单独 的 有 差别 的 类 型 牙 成 各 站 之 必要 性 ， 也 被 

山 明 了 。 过 种 从 类 使 人 关 更 容易 训 规 和 辨别 已 经 被 研究 的 类 型 ,以 及 更 
次 易 把 新 发 现 的 .前 所 未 知 的 类 型 , 归 攻 礁 已 知 的 各 关中 。 

过 样 的 牙 类 法 纯粹 是 篇 了 事务 上 的 目的 而 气 定 的 ， 是 从 各 种 构造 
原则 的 观 加 而 人 篇 地 创造 出 来 的 ;除了 或 多 或 少 成 功 地 记述 植物 ,以 及 
根据 少数 任意 选择 的 性 状 而 把 各 种 植物 牙 估 各 关 以 外 ， 汪 种 牙 类 法 不 
人 能够 悦 明 种 类 繁多 的 植物 有 机 体 之 相似 性 的 原因 。 

植物 学 家 卡尔 林 奈 (1707 一 1778) 提 出 了 双 名 命名 法 ， 根 据 汉 种 
大 法 ,每 一 种 植物 有 一 个 属 名 和 一 个 种 名 。 他 所 规定 的 牙关 单位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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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和 后来 仿 了 犯 念 他 ,过 个 牙关 单位 有 了 时候 叫做 “ 林 厌 单位 HRS BB 
篇 种 是 固定 的 、 一 劳 永 逸 地 被 创造 的 \ 不 溉 的 ,他 香 训 植物 界 的 进化 。 ， 

可 是 , 林 奈 知道 , 耸 类 的 任务 站 不 限 藕 辨别 植物 而 已 。 他 计 乱 必须 
研究 出 一 种 能 够 解释 自然 界 本 身 的 牙 类 法 ,就 是 避 , 研 究 出 后 来 被 呀 做 
自然 牙 类 系 竹 的 那 种 牙关 法 。 

吉 样 看 来 ,研究 和 应 用 自然 共 类 系 和 统 的 必要 性 ,在 牙 类 学 发 展 的 研 
完 阶 段 中 就 已 经 被 承认 了 。 

过 个 自然 共 类 系 竹 的 基本 梦 念 是 什么 呢 ? 自 然 牙 类 和 柔 萄 的 基础 ,就 
是 : TREE ARTs A AR LS i 
Sill» DRE AG iS A 

vitaitn eo 
‘ERSTE EAN + 德 . HERR. | 

但 是 德 ， cakes anneal 
BSL 2 Td TE He EA 6g Ry Sis AB JE [a] TE BE HE BEY DG 
FS 4 ED wh — _EFt Hy HAP» BEF E— AGS. rl 

aes Ml FSD EL» RR ae PAE 3 FY SS BES} —— le ps pose Ft, 
BERS AC HIRE fk iy DA SE HE > PSE HX » Ze TE PRA REET 3 
题 。 

李 米 里 亚 捷 夫 写 道 :“ 显 然 的 , 答 覆 仅仅 可 能 是 二 个 :各 种 鞋 物 以 示 
同 程度 表现 出 来 的 相似 性 ;仅仅 是 它 它们 起 源 的 葡 一 性 之 烙 果 有机体 的 
过 种 共同 性 ,不 是 别 的 ;而 是 它 APSA 88 a5 Bd (BE) 

分 类 学 的 进一步 发 展 表明 : 基本 的 分 类 单位 -一 科大 音信 上 是 
多 守 的 , 它 可 以 再 虱 帮 分 篇 一 些 更 小 的 单位 一 一 王 种 、 达 种 族 条 

各 种 分 类 学 单位 系 闹 就 是 过 样 被 创造 出 来 的 。 我 人 将 在 下 面 闪 四 
Bet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鞠 集 , 第 3 AB ROB A A Se cia, 1949 年版 HS 37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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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S 

高 等 植物 牙 钴 学 单位 的 一 个 概略 的 系 业 ， 过 个 系 和 统 指 出 大 的 单位 定 如 

何 分 乱 越 来 越 小 的 和 具体 的 单位 : 
FA phylum 种 Species 

mi FA divisio 亚 种 subspecies 

4 classis ARE proles 

目 ordines eh varietas 

科 familia a ek subvarietas 

属 genus | 头 型 forina 

Aes 2 WL MA EAT SERIE Hh, BEATA. FT DAR 

PHC LE we fir, A BE Eb PR ZI» BET vk 

同时 ; DAES HE: “EA GE A APSE FE Bay Ba HE EEE EG 

了 时候 起 ， 那 些 呆板 的 从 类 界限 便 一 个 接着 一 个 地 在 生物 界 的 范围 内 洽 

KT; 那些 没有 被 皮条 和 大 分 类 法 的 中 间 环 节 , 一 天 一 天 地 增加 了 ;更 兹 

裤 的 研究 ,把 有 机 体 从 一 类 搬 到 另 一 类 ;那些 似乎 售 经 被 训 仿 宗 数 的 象 

徽 之 生物 特征 ;已 经 逐渐 现 失 其 契 对 的 意义 。……”( 性 一 ) 

SPR SANE (aA AE ET SH, FUE AR 

a hes Ar ARS i DUIS Eee AN TSE Ae se eS 
BOISE 5 Sie FARE SE Wy Jo ie RES A SH ASE 

Ky VAR—-LEGAB, SMASH PAHO AE 
PRA BT SBA BA URSA EET ER 

2 REIN JAB Lng 2, 
SE SCF TR HY: HEAT I TE A Ee TM 1 

“RSH AE BIND TES AE ey IIMs IS EP 

Ay ye SABIE » WY DSS FE BESS BI DEE ES) 

广 一 : FMT: BREE , 1932 年 第 6 版 ,第 214 页 。 
广 二 :过 南 文 :物种 起 源 , 众 联 国营 农业 出 版 社 ,， 1937 年 版 ,第 55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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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 的 分 类 学 在 确定 各 种 分 类 学 单位 时 , 放 用 了 各 种 各 梯 的 方法 : 

形态 学 、 解 剖 学 .生物 化 学 .生理 学 等 等 的 方法 。 

第 二 区 。” 农作物 的 生态 时 

农作物 的 生 龙 学 是 内 用 植物 学 的 一 个 从 科 ， 它 研究 农作物 与 还 卉 
的 相互 天 傈 ,以 便 获 得 最 高 额 和 稳定 的 产量 。 

正 像 我 们 所 知道 的 ,农作物 生态 学 中 所 运用 的 概念 ,是 与 农学 家 或 
植物 栽培 宗 的 活动 非常 有 关 傈 的 。 

SLADRE BEALS HH : 每 一 个 农学 家 或 植物 栽培 宗 都 是 生态 学 家 或 实 
BER, TERE RE “AS ETE RUE, OR RM ESS 
种 环境 下 产生 最 高 额 和 最 优良 的 产物 "”。 

育种 家 在 自己 的 工作 中 不 仅 是 篇 植物 创造 还 增 ; 他 把 基本 的 注意 ， 

力 集中 藉 创 造 比 较 完善 的 植物 有 机 体 ， 过 种 完善 的 有 机 体能 锣 比 较 其 
他 有 机 体 更 有 效 地 肆 攻 一定 地 区 的 类 业 生产 所 创造 的 环 声 发生 反 应， 
泪 且 能 够 以 最 好 的 方式 满足 人 类 的 需要 。， 

Sie, “OE EERE 
ARS RE TES — (POR, SE 

GES RELA LS ee A SR TT CG SE 
Ae PEAT Ws Fh RR PG 4 

R, EEWEAR TARA ERE OE, 例如 营养 期 \ 发 青 障 
Pert Ee ee UA Pai Cae eae cee ee 
ESSE, CPUC ALE TASER: eRe, JE — fe 

ATLA AGRA, SLY PEAY DL CE RES cL 
SEITE BRE HB PEAS ARR. | 

JSG I, SHIA: RE AG TE DE A RR AN , IE 
y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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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PA, Tid EL ESRI Wet, 3 (18 A Be TEE 
到 的 。 
HR THI, hE HE HY ETE SK, 

See ty AS: pA) As RE SE HAST AE FD HLL 3) I ig SIS TE SHE BE 
Sb, PLES EL EAR AS HY BE Fl VASE PUT A EY EY 
在 的 特性 。 

生 驴 学 因素 在 农业 技术 的 影响 下 发 生 着 不 同 程度 的 焰 化 。 
在 田间 人 条件 下 最 打 翌 节 的 ,是 各 种 大 气 因 素 : EPR LEE Mek 

空气 瀑 度 碳酸 气 含量 等 等。 
土壤 因素 (十 壤 的 物理 特性 和 化 学 特性 土壤 中 的 含水 量 和 含 号 

HE UME EE WE EEE FL eb ic AT AE 
DL GH ACE, 

A Wy PRISE (De EIN EA 4 EHO TE AD th HEA 
HAULS GTS HES I AA RE EE, 

只 有 在 社会 主义 的 国民 经 济 制度 条 件 下 ， 才 可 能 提出 和 顺利 实现 
像 防 止 乾 旱 那样 的 改造 气候 的 措施 〈 提 高 士 壤 和 空气 的 温度 、 调 季 拟 
DAB AE A RAEN RETR TT), SEL Ewe 
斯 大林 改 造 自 然 计划 中 气 定 ， 泪 且 在 具有 现代 意义 的 历史 性 文件 一 
HENGE FERRE AGATE (tT) DS “BA 
Hetil), EHUD AUK WA, DEAE WEB} AES APR EN 
#5 PTT RTE CRE A” oh, DAT TEA RE. 
ACR, Be SEER Bk a 9s SBA SE UT aH TFS sD 
之 很 多 其 他 决议 中 确定 了 。 

这 些 措施 的 实现 ， 将 使 无 数 地 区 的 生 访 学 环 卉 发生 非常 显著 的 和 
有 利 的 沟 化 ,将 改 克 栽培 植物 和 野生 植物 的 生态 网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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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我 们 认 贯 观察 植物 类 型 由 大 周 转生 活 人 条 件 的 和 帮 化 而 发 生 的 入 化 

时 ， 我 们 可 以 发 现 外 界 人 条 件 的 改造 作用 ， 也 可 以 发 现 植物 的 适应 滁 典 

PE, SLB Boe YT [onl Bh Spe BE (Avena versicolor) 和 从 田 上 向 下 移 

Bl) AY Se He Ss CY DRY ir he BE (Avena >chellliana) 的 例子 。 

HE PR aH HE A IDL EE PE TS a ET A 

=é ff (Ranunculus Cassubicus) Ff] #3 (Ranunculus Sibiricus) Ay 

{LZ HE PISA Fy Be BEE AL A eS » RCE TT. 

BL irate ETA EEK 3 860 2K AGED) be JE Sh Ha BS PK AE A 

站 中 的 各 种 农作物 上 时， SE J ZEEE OPT. 

GE AE ie HG ES HF SE BY BB TE BS AK» BEAL TR Lg BS 

FE OB eK BS FE es Bi GS RPE EE REN 5 HE ee BA ER 

BIA FE 8°—10°, iA AFA BRR EE ERB) 2 一 ?和 多) , HG Rs 

et FA ERS TY HK A ER : Py AEE FP AY Be EE Sy 

BIL. : | HES 

FEI 2K BB RSS HB AE SE: BY Be SB SE A» SS — AE BE HE CY ANP HY 

Say Sie ERASE HA MS Are 

fi 58 = Ft LAB ee — 38 

NCU A RO J RRA CNS PT 

AE QS WO EVE AK, EL tient Fe SSE: “A RSE T THO HR, IE 

SAS AES A ee 

(ILE aS ph REAR” | 

FES BES) RRMEISEAL: Hy BL EBIS W) T See Leia 
ROR TE IES AER» EEG BoA TE EE AS 06 Sr 

fa AE AY BEE VE et I, 

He Fe MA Tl oA ah PETTY Ht ER PEO <n, Hy 8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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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L) Bs (Triticum durum Desf.) , fief AE HY FE PERE FE Se A 

2 一 3 代 进 行 接近 冬季 的 播种 时 , BA WET 5 — TE, BT 42 个 染 

folk tir) BE (Triticum vulgare Host) , 

Bi PAPE A Hy BE ACE AAS [ed HS FESR BE LH RS). JAN, HE BE Be Zl TE 

Tp as Bie Beis TE: EIS FA TL, FE BG TB RH, ET Lp EY 

PR. 0 

EATS RES RAS A eH, IEE 

Rae EAE HOB _L, 7h JERE A LBA TB ly FR AS SEU; 3 — SB 

BAY _bsitHo Bk oe PE Bet, 

关 礁 过 个 问题 , 李 森 科 院 士 便 经 在 “斯 大 林 和 米 丘 林农 业 生 物 学 ” 

一 篇 论文 中 写 过 下 面 的 话 : “EAT SCA AT), AAEM oR 

是 在 各 种 自然 律 的 基础 上 发 展 展 的 。 

ARE EE SE HS FE RES A HBS HH BH EZ, 

Wes Sy SE TEMES BE, ASS HE — Fa RE BI — Fa A 

必然 性 和 规律 性 。 然 而 ， 有 机关 型 没有 从 一 种 质 访 到 另 一 种 质 态 的 转 

BE, 就 和 不 可 能 有 发 育 ,也 不 可 能 有 从 一 个 种 到 另 一 个 种 的 粕 化。…… 

斯大林 关 从 逐 半 的 、 不 显露 的 、 不 明显 的 量 签 进 到 逊 速 的 根本 的 

EZ EE Te WME: ER , 发 现 植物 实现 由 一 个 种 成 坊 另 一 

(fy AHS. 

PE (EASA EAE SE SB BG 7) FE AS ETA BUY 2b 

Bi, BELT By SAO) — ye TE 2 ng oee 
aes SE Et EL Be Hh EA: “DBR RR TE — ZEEE TE REE PAE 

HELE). ASE BY) RH ee a, GE eB LS | te FS TH BSN (ES 

IETS AD BEHUAR HY SBI) BE A TH BENG FEA MY HE A EC, BE 
{BBS ARE. Pr BE AE AS ASE) EB, TA PRS BS I.” 



30 田间 作物 育种 学 及 种 子 繁殖 学 

从 辩证 唯物 主义 的 立场 看 来 ， 植 物 类 型 的 发 展 就 是 得 柑 ; 在 和 过于， 

物种 形成 的 问题 获得 了 在 原则 上 新 的 观 顺 。 

植物 在 生活 发 育 通 程 中 的 自然 界 全 部 周围 人 条件， 是 极其 复杂 的 。 但 

是 植物 所 利用 的 , 契 不 是 它 所 不 的 全 部 周转 条件。 

在 那些 构成 居住 环境 的 全 部 和 粽 合 人 条 件 中 ， 植 物 仅 私 积极 地 利用 它 

必须 用 来 完成 生活 遇 期 的 那些 人 条件。 

植物 在 发 育 中 所 利用 的 、 以 及 篇 了 完成 自己 的 完全 的 生活 遇 期 所 

必需 的 那些 外 界 因 素 , UL RR RF. 

在 进行 生态 学 研究 时 ,最 基本 的 就 是 盯 解 发 育 人 条件 ， 就 是 说 , 晓 解 

植物 所 必需 的 那些 环境 因素 。 只 有 在 上 暴 解 了 植物 的 需要 以 和 后 ,我 位 才能 

修 控 制 植物 的 生长 和 发 育 , 才 能够 改造 有 机 朵 , 使 它 朝 着 我 何 所 希望 的 

方向 去 发 育 。 

正 像 李 和 森 科 院 士 的 研 宪 工作 所 是 示 的 ， 植 物 有 机 呆 在 自己 的 发 育 

通 程 中 , ERS ERS EEE FT AO EX, 演 些 阶段 是 植物 先 了 里 现 各 种 不 

同 的 处 界 烷 合 人 条 件 时 所 必需 的 。 : 

Hey AHS AS ES SA DLA, Pin, 禾 本 科 植 物 

FE AS ttle Be_} AAR IC BRB Be EAS SE ZA, FEARED 

知道 的 。 

TE ROL) A Be Br HY, 放 在 玻璃 管 中 的 秋 菌 的 硕 蛙 团 ; FE 

Ai BARAT FULL Bil, HE A UIA A RS i. BTS BA a TE ea 

子 的 时 候 , JUL PS GRR BRINE, HSE A, CR 

Pu FT BVA Od , eA IE HOE. | 

eT ae ee ee 

的 。 植 物 学 和 农业 科学 的 文献 , 在 过 方面 提供 了 各 种 动 天 的 例子 。 

植物 地 理学 育 出 了 世界 种 (Gf EY Hey)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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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小 的 植物 ) . LMG SET 7 BA Ey, Le ER 
Alu, (Phragmites communis), $384 Ze (Sonchus oleraceus), 

JAH: BE hi, (Urtica wrens) Alte 2G 22 HE Se hii (Urtica dioica) , Hh Be WHE FE 

种 。 

个 别 的 种 仅仅 在 地 球 表面 一 个 很 小 的 地 黑 牙 做 ， 过 种 情形 可 以 认 

篇 是 微 域 牙 侨 的 二 个 极端 的 表现 。 例 如 , 格鲁吉亚 松 (Pinus eldarica)fit 

仅 在 格 锣 吾 亚 生 其 ,而 且 从 优 的 面积 人 仅 大 狗 50 公 顷 ; HERE A He (Abies 

gracilis) 仅 仅 在 境 侍 加 的 东 岸 的 一 个 闭 林 中 生长 。 
有 一 些 农 作物 ; 甚至 一 些 个 别 的 品种 , 也 属 基 世界 种 。 

很 多 收 草 和 蔬菜 作 有 物 都 属 套 世界 性 的 \ 耸 信 可 很 广 的 农作物 。 

东南 起 类 栽培 研究 所 襄 成 的 春 小 故 留 捷 斯 先 斯 62 FAR, 是 一 个 具 

有 晏 常 的 可 塑性 和 人 牙 佑 幅 的 小 麦 品种 : 这 个 品种 顺利 地 栽培 在 艺 联 从 

岛 克 兰 的 西部 各 地 区 到 束 东 的 演 海 小 区 的 数 百 万 公顷 的 十 地 上 。 
“ 米 丘 林 非 常 重视 肆 失 从 外 人 略 入 的 材料 进行 烷 合 性 的 研究 ， 他 焉 

调 指 出 睦 解 这 种 材料 生 进 的 必要 性 。 他 说 明 自 己 的 见解 时 所 黑 的 例子 ， 

是 非常 值得 注意 的 。 
“ 园 择 抗 守 植 物 和 脆弱 的 外 国 品种 林 交 时 ， FES ME EAP ate Hh i 

URNS AHS, ESA, Bee 

AS RW RIE EE. EA Ee As DE RE IRE FAB? 的 

低温 , 但 种 在 我 们 地 区 内 ,在 雾 下 25° BBE T 5 Je AREAS (Prunus 

sibirica L.) 就 是 如 此 , 它 原 来 生 其 在 西伯 利 亚 尼 布 楚 镇 附近 的 山坡 上 。 

可 是 种 在 米 丘 林 斯 克 地 方 , 这 些 杏 的 幼苗 ,往往 在 第 一 个 冬季 就 被 头 死 
J. > 

aR BS ns BT PE EMR A BOREAS oe BB. AE RE 

RES 米 丘 米 公 华 ,第 工 全, 苏联 国营 农业 出版 社 ,1948 年 版 ;第 50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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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种 知识 的 极端 重要 性 ,是 完全 无 可 等 辩 的 。 
作物 的 各 个 种 ,在 进化 过 程 中 , ZERO UAE, SES A 

个 别 的 生态 学 类 别 , SERRE IRAN, ROL BUY oH, 
揭 明 在 该 生态 松 种 中 最 续 烈 表现 的 各 种 性 状 和 特性 , BEA LR, 
是 极 重 要 的 。 这 种 态度 使 育种 家 能 人 够 有 意 规 地 ,有 目标 地 和 符合 礁 胡 种 
任务 地 选择 和 利用 某 一 种 已 经 预定 来 研究 的 生态 溉 种 ,以 及 从 生 克 概 
年 中 选择 最 好 的 代表 植株 要 深 列 地 训 规 一 个 生 克 沟 种 , 就 需要 广泛 地 
进行 研究 。 现 代 的 植物 从 类 学 ,在 大 多 数 情形 下 ,不 能 够 提供 一 个 完全 
的 、 使 青 种 家 满意 的 研究 材料 生 底 学 牙 类 法 。 因 此 ,至 莉 家 必须 自己 利 
用 研究 材料 ,来 加 深 认 巷 一 个 生态 雁 种 。 

如 果 说 ,每 一 个 农学 家 或 植物 栽培 家 都 是 生态 学 家 笨 实 足 家 ( 搞 动 
泵 ) , 那 未 ,一 个 育种 家 首先 是 生态 学 家 委 从 钴 学 家 。 | 

He REALE WEA, TE AE REPRE AE A BET, 
HUTA HERBAL eA EE —- 4, Dee 

Fi JRE FAL, (BE) 
Cen BERETS 2 J yy — ER a, “EO AA: 

EWE PE AA HE PERO ASME, BOT TERA AGRE A HH Ue 
PEARS TER, DB SOA TERE AOS EL ALS oe A RARE 
ta. ae 

URL, 4A en ER IE RE ROO A, BOSE 
BUTS Pee REL, MEDIA TBR BE LIB, ER eat 
险工 作 中 , PATTEM ERT CE LRH, TIER, 
FI He aL SR RA CE. YF: ee RC 
$7 Hewes BE ae BR th 2: EE, . 

$Y MEATY BFE eT Ht HH A HAS BEE Dy ERY,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Bis ” 康 斯 坦 丁 蓄 夫 院士 ;莫斯科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农 学 院 研 宪 地 告 ,1946 年 ,第 39 期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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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不 是 作物 生 能 和 沟 种 。 对 大 至 种 工作 是 宝贵 的 , 俊 仅 是 敲 材 料 在 用 杂交 。 
法 创造 各 种 粽 合 品种 的 通 程 中 所 利用 的 那些 个 别 特性 或 综合 特性 。 

青 种 家 工作 的 目标 ,在 大 创造 比较 完善 的 品种 和 类 型 ,在 撩 创造 未 
灾 的 作物 生 克 概 种 ， 他 必须 知道 被 育种 的 那 一 作物 的 现代 作物 生 衣 沟 
种 的 特 徽 。 
BRAKE EAE SEE, BER 

PHRMA WE BEORIL EERE, 
ETL TLRS , MALATE T WRLC I Bae EA ER ay 

PME BBR. 
在 哈里 科 夫 青 种 站 培育 软 粒 春小麦 时 ， 抵 抗 麦 穆 曙 的 能 力 过 一 特 

性 ,在 青年 任务 中 便 和 经 被 提 到 和 与 适当 营养 期 , 抗 网 腥 黑 重病 , 抗 散 黑 重病 ， 

抗 革 锈病、 抗 损 坊 著 全 的 是 害 ,抗旱 性 ,不 倒伏 性 等 等 特性 同等 的 地 位 。 
以 泛 种 方式 确定 的 作物 生态 沟 种 ,是 典型 的 作物 生态 沟 种 。 1 
ESI) BM ERR VE, ME 

UE, 这 些 特性 次 定 了 产量 的 高 度 和 稳定 性 。 在 不 良 因 素 大 量 出 现 的 年 
代 , 仅 公演 些 特性 就 足以 使 产量 降低 到 平均 产量 的 5 一 10 多 .而 在 很 多 
情形 下 , 甚至 降低 到 雾 。 作物 生 衣 多 征 的 任何 其 体 的 特性 MAKE 
Ai HE AE REISE RE 

大 家 知道 ,重要 的 因素 有 时 候 不 是 每 一 个 营养 期 都 出 现 的 (在 过 种 
4 情 形 下 ,大 狗 每 10 年 出 现 一 次 )。 
 ， 康 斯 坦 丁 讲 夫 院士 从 我 国 东 南部 各 个 表征 机关 关 从 首 攻 下 种 的 工 
作 和 实践 中 , 梭 出 一 个 很 值得 注意 的 例子 。 

0 在 东南 部 的 股 酷 冬季 人 条件 下 ， 一 切 冬 性 作物 和 多 年 生 作物 都 需要 
GRECO, Gea BET, FRAGA HE, ALPES TE ERE, TH 
BAWAATEE By Ea (AEE M Plagionotus floralis) , 过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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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fey EH ERAS. DE 
BG A AE, DCE TTT HS AL —, AOR TT ATA ， 
Ze Sp HBL A Fe on 

BET WU SRTVIE NS MERE FY, FOR aOR, 这 些 类 型 具 
有 对 礁 上 述 害 器 的 极 大 抵抗 力 。 

记 联 研究 家 们 在 研究 植物 的 特点 与 其 居住 地 黑人 条 件 的 关 傈 时 ， 确 
定 了 很 多 作物 的 各 个 基本 生 怠 形态 种 类 ， 篱 由 大 生境 条件 和 栽培 条 件 : 
CMB TE Bits 4 AE REA, HAT 
WY Di fe — Se wy RZORE RL, BTA AE 

RHE. Bilin, A/S RAL TEES WE, JR 
Bez HE PR HY BE AE EE BG TE EE, Be 
FE BAR FS BE) Bi A — TES Os BE EE ES, LES ale, FE 

FLSA Fer, — ATA ae aa a hh EB Fj — 1 FSIS HE EE, I 

界限 ;有 一 些 明 滤 型 的 代表 植株 , 在 某 种 程度 上 彼此 都 有 差别 。 
RMSE LEH I, SRR ISIE EME T FE 

{BIE AR AY He HERA BN | 
草原 的 rs AS Hy 
森林 草原 的 塔 什 克 高 山 的 
森林 的 ie FG LLY 
西欧 的 Bal Sea FEL Bee 
Te FRAN 

LURAY GE — ARMA IEE ES, ARABI DE a 
PLAIMEEW), Gln, GAT ARLE ARAL RG EER, LATER On 
TERESA UB. ACSI, eR MERE 
BEE MM 7b ZE mh FL 

Het JRL 7p DS EE PA AS BKC, ARE 9 A Ee Pe A, 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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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类 型 的 春 化 阶段 的 长 短 是 中 等 的 ;而 光照 阶段 的 长 短 则 都 是 中 等 的 。 

二 一 类 的 各 个 品种 都 具有 充 从 表现 的 抗旱 性 和 出 冬 性 。 植 株 具 有 上 比较 

不 大 的 穗 ;植株 高 度 和 莹 革 茂 盛 程 度 都 是 中 等 的 。 

下 烈 的 小 奏 品 种 都 属 太 草原 类 : 

冬 性 it 种 

留 捷 斯 先 斯 329 郭 斯 季 亚 奴 姆 237 

留 捷 斯 先 斯 1060/10 BF KES 

春 “人 性 总 种 

艾 里 特 纵 斯 别 尔 牧 姆 341 

SO EMT Tl PAH 841 

别 践 楚 克 女 合作 社员 阿里 比 杜 姆 43 

MRE BE 克 里 米 亚 留 捷 斯 先 斯 62 

Bape ELF 其 他 阿尔 捷 莫 夫 卡 及 其 他 

森林 类 主要 包括 中 邹 的 和 晚 苑 的 冬 性 品种 。 它 们 的 春 化 阶段 是 攻 
的 ,光照 隐 段 是 中 等 的 。 森 林 钼 的 各 个 品种 之 抗旱 性 很 能 ?但 却 能 很 好 
地 忍受 允 多 的 履 雪 。 植 株 的 高 度 是 中 等 的 和 高 的 , 莹 革 比 较 茂 盛 , 修 葵 
程度 较 城 , 穗 相 当 大 。 植 物 鳃 定 指南 书 中 如 迹 各 个 品种 时 ,都 指出 某 一 
品种 属 共 那 一 生态 类 别 。 

现代 的 青 种 工作 方法 ,也 包括 了 实验 生态 学 过 一 部 门 。 生 克 学 的 这 
FEF] Le Py AR BEDS PLE Hy SA A IE CT 
DI FE G1 32: SBS DS ab BT Ze FL ERO) BRC 
SEE) 。 

6 A A PS BH 9 TK i OHS Hs TELE ZPD TE HE IS <A 
的 无 雪 田 地 ;在 不 利 状 越 冬 的 倾 到 地 上 播种 冬 性 作物 建立 人 工 的 “ 乾 
煤田 地 ”在 春季 播种 冬 性 作物 或 在 冬季 播种 春 性 作物 ;等 等 。 

”应 用 及 农作物 青 种 的 各 种 农业 生 苞 学 方法 ， 正 在 被 积极 地 和 顺利 
HAIER 

李 森 科 院 士 关 大 阶段 发 奇 、 植 物 本 性 的 改造 和 植物 的 定向 培 青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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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工作 ， 般 认 巷 和 积极 改 灶 生 访 倪 种 以 符合 育种 和 种 子 繁殖 事业 的 

利 丛 , 开关 了 新 的 道路 。 

第 三 节 ”植物 的 引种 

世 联 派 了 很 多 植物 栽培 家 探 集 除 ,到 下 平公 世界 各 二 去 淮 行 探 集 ， 
以 及 通过 农业 展览 会 用 交换 的 方式 或 从 理 种 机关 和 植物 学 机 天 定购 的 
方式 和 其 他 方式 ,来 取得 探 集 材料 ; 过 一 切 保全 蔚 联 所 有 很 多 非常 有 价 
值 的 植物 类 型 。 

HE LIST I RSE Md Oh TH BE et 
探 集 材料 。 

在 搜集 有 和 丛 的 农作物 的 标本 方面 ， 以 及 在 个 富 关 蕉 农 作 胸 的 现代 
知 哉 方面 ,全 故 植 物 栽 培 研究 所 的 全 体 职 工区 得 了 巨大 的 成 就 .直到 现 
在 篇 止 , 鼓 研究 所 在 可 能 栽培 的 植物 方面 ,已 经 探 集 了 150,000 个 以 上 
的 标本 。 兰 蕉 所 探 集 的 植物 标本 之 利用 , 正在 一 年 一 年 地 扩大 着 。 

根据 艾 赫 费 里 德 院士 的 报告 ,植物 栽培 研究 所 的 公 体 职工 ,在 研究 
党 些 材料 的 过 程 中 ,已 经 耸 风 出 和 至 成 500 IBD LAOS Ie Peace Be, HE 
中 已 经 区 域 化 的 或 探 用 篱 标准 品种 的 有 346 个 品种 ， 正 在 国家 品种 试 
BRUTE FTAA RRAY A 151 个 品种 , 潮 未 区 域 化 的 \ 但 已 痉 在 生 兰 中 被 探 
用 的 有 85 AOL HL EAE 1941 年 起 过 个 期 间 内 ,就 已 经 育成 175 个 新 
品种 。 此 外 , 大 绝 有 400 个 品 年 正在 通 遇 各 种 不 同 程度 的 初步 就 胡 或 上 R 
eee. CITT ORE, ROO T OE CTE : 
Sil TAFE HS ASAE Ny HE BAKE, : 
{cE DET Le L, SR 

SSIES “BER” , ALRSE— SES, AIOE eR meet, 2 
RAAT: AAR ARPA OS HOLE, BRE RR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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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 EME TS — “BEAR” HOA SE, 这 些 工作 表明 : 完全 的 气候 类 似 
HE, FERIA ETE. ARMAS FER: RWG 
FLERE AA ROP RE PIE ER EPR RE, U5 SRE 
HAAR 
ARM RIRTA BALE, BRT eee 

SHANA: HARA BTW LRS Se, 能 够 在 
”让 如 北极 圈 的 北方 地 区 中 很 好 地 生长 。 在 北极 试验 站 的 人 条件 下 ,各 种 地 

中 海 大 奏 和 燕 奏 都 连续 好 殉 年 成 熟 。 此 外 , 很 多 亚 警 带 章 本 作物 在 北极 

圈 内 生 其 的 状况 ,也 没有 上 比较 在 原 童 地 生长 的 状况 寺 些 。 根 据 巴 拉 庄 夫 

的 报告 ,在 塞 沦 的 由 米尔 高 原 的 非常 马 酷 的 条 件 下 , 甚至 玖 带 的 南方 植 

物 的 个 别 植株 也 成 芍 得 很 好 。 

花 锥 埃 引 种 家 们 注意 各 个 个 别 作物 的 不 同 可 塑性 ， 他 们 用 马 丛 获 

的 例子 来 属 明 : 马 丛 蓝 是 怎 榜 从 南美 洲 的 很 小 高 山地 区 传 伤 到 全 地 球 ， 

而 现在 , Be Sos ODE RET we EAT Bc eA a SEE EH 

Bebe, IVER RE ep Ene aE URE ete 
FE PE Zee Ex BE; BTR ET HER ESE, 小 且 能 够 引起 

ee Ae ERS RS HE GP BI 2 ERY EAE 

Ze 48 HH eS A A BR, eR: 国 竟 的 品 

A, ERR ARH Ss Hh BE, 在 世界 很 多 国家 中 多 得 了 很 高 的 

靶 价 。 例 如 , 克 里 米 亚 和 局 克 末 冬 小 奏 的 蕊 联 各 个 党 地 品 年, 伏尔加 河 

该 域 、 乌 克 兰 和 库 班 的 硬 粒 春 小 麦 ， 以 及 似 联 北方 的 早熟 软 粒 春 小 奏 ， 

都 在 美国 估 了 首要 的 地 位 。 直 到 现在 乱 止 ,和 这 些 品种 在 美国 膛 估 了 全 部 
未 秦 播 种 面积 的 一 咎 以 上 , 共 估 了 10,000,000 公 藉 以上。 燕麦 、 黑 奏 、 
三 鞭 章 和 用 尾 章 的 蕊 联 当地 品种 ,篇 加 合 大 和 美国 的 品种 搞定 了 基础 ， 
在 攻 些 国家 中 估 了 数 百 万 公顷 。 由 此 可 见 ,北美 洲 的 农业 在 很 大 程度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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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SEAN FARR a HD ores LY 

CESS HE HEIR SRE EL CLO SO eR, FG 

重要 的 。 
FH Nee NBA ABCA IE LN AE EMER Ty TEESE 

Sa BL, APR SSE a HO SRE ES SB 9k 
Ss Pi PTE CMY A EA BR HAP sk 
形成 通 程 。 

便 径 提出 下 面 这 种 有 根据 的 和 重要 的 指示 : SI NG es 
地 区 之 生态 兆 种 ,具有 特别 广泛 的 租 应 可 能 性 。 | 
ee re ee ae ee RL ee co aca 

时 , Bsc ATA WEN Ble, me Sey he Ci AR Sc ee) , 1 

Je 5 | FEE ims HOD ARS EE, SLE EBS ERT 洲 下 和 本 和 的 

引种 方法 ,就 是 一 个 巨大 的 页 献 。 

引种 学 悦 的 研究 ,首先 应 当 尽 进化论 估 基础 ,应当 考虑 到 访 植 物 在 

原 产地 的 形成 历史 和 休 件 ， 应 党 以 地 球 上 品种 差 慷 和 种 差 要 的 现代 地 

理学 的 具体 资料 篇 基础 。 要 使 引种 成 功 , WS DEAT. 

作 联 科学 家 在 过 个 问题 上 的 研究 工作 ， 在 主人 下 全 全 生生 

的 地 位 。 

米 丘 林农 业 生 物 学 篇 栽培 植物 探 集 材料 的 利用 ， 并 关 了 极 鼻 天 的 

前 途 , 它 使 我 们 FGA SR AS A A Ae eR 使 我 们 能 

AY iad das EE HE TIE as a FV AB AIL 

根据 米 丘 林 科 学 来 进 一 : TaN, Re 
hy— fl BAAS YEE. 

Hy PSST is EAL aa EY HE ATER A, BIBER 

用 严格 的 、 全 面 的 检疫 控制 来 加 以 保证 。 

mm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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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节 “ 米 丘 林 关 区 植物 风土 化 的 学 只 

植物 大 填 化 的 问题 ,与 育 种 工作 有 着 极 密切 的 联 紫 。 对 各 种 风 士 化 
贞 法 加 以 牙 析 ; 使 育种 家 能 修 研 究 出 很 多 重要 的 问题 ;没有 正确 地 暴 解 
SLC, FRAG AIC A SEE I Pe 
次 人 备 好 的 材料 糙 合 起 来 , 泪 把 它们 利用 篇 绰 有 力 的 手段 。 

几 士 化 工作 的 可 能 性 是 极其 广泛 的 。 现 代 的 成 就 ;仅仅 是 最 初 绥 步 
重 已 。 可 是 , 扩 士 化 工作 的 成 功 , 仅 仅 在 正确 应 用 米 丘 林 科学 的 条 件 下 % 
才能 够 得 到 保证 。 

不 多 以前, 质 士 化 工作 方面 的 正 葡 权威 们 ;已 经 表明 了 他 们 在 这 个 
ELAM HTS, | | 

他 们 不 承 事 原 土 化 过 -概念 ,但 是 他 们 的 理论 abe BSE nN 
工作 指出 道路 ;只 要 提 到 过 -- 且 就 修了 。 他 们 仅仅 承 识 “电化 " 是 可 能 
的 ;就 是 说 ,仅仅 承认 可 以 把 植物 移入 与 原 产 地 人 条 件 很 相近 的 气候 休 件 
“Be 

大 家 知道 ， 巡 尔 文 是 承认 所 填 化 的 ， 而 且 承 认 不 仅 在 栽培 植物 方 
面 .而 且 在 野生 植物 方面 也 可 以 风 士 化 ;过 一 昧 是 特别 售 人 信服 的 。 
SEAT SCHR TATE Hs BES AE WE VK He By a RO Ee A eg 

(Et JAAR NSE A EIN, He TRAY, EL BY EH 
BEM EARE. — 

SEAT SCHEER EH 4 A ARRAY ESF UR EO EB REE 
BBD tl» Ti EL Le 10 ARIS: 5 thy WEE PL Ha OEE 他 
Bese ZEAE By BIDS PA EAP AT ELH REA aw 
EAHA Fa SAILS EA TE 5 BE He 
e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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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 AC HUAN BET SU DD RSLS AM TE HT HERE 
Tae Ly EER SBR | | 

风 芋 化 的 反 当 者 们 坚 出 了 菊 芋 (Helianthus tuberosus) 的 例子 ,这 

种 植物 中 然 长 期 在 英国 栽培 ， 但 是 仍然 质 从 前 一 榜 地 对 大 气候 条件 很 
SL SEM CHEE SSE RA RS, Bik: OERRAE ABTS 

国 繁 殖 , WinikAEAv MBE, KUEREETERBEH.” 
米 丘 林 所 研 完 出 的 大 土 化 理论 ,具有 极其 重要 的 意义 , 米 丘 株 用 咎 

己 的 像 出 的 实际 成 就 ,证 明了 过 个 理论 的 正确 性 。 
KARE US LL BEE Ra TE ae 

. (thB RASK- RSM, WAR POE FRE 
化 了 。 第 一 ,假如 从 不 同 的 地 区 移植 过来 一 个 品种 J HE ES 
区 内 自生 自 长 ,但 罗 明 大 十 化 工作 者 合理 而 周密 的 方法 处 理 以 征 ;三 能 

jig REST A ee} i RE oh RL 
0 3h ATG Ty Woh i, EEE ORE RAMMED. OE 
— rig Raa , HAE CC ESO PERE FER CEA 
$5 SL RABEL Eth SAY A Dy ORY ta EAE) 

SKLAR TB OE SEs LIE ARN OK ERB RAS BE 
才 是 可 能 的 。 
KEARSE :在 必 士 化 工作 中 ,果树 必须 用 种 子 来 繁殖 。 在 这 

庄 ， 米 丘 林 清楚 地 睦 解 坊 了 反 当 巡 页 文 而 提出 菊 芋 例子 的 那些 科学 家 

个 所 不 能 晓 解 的 主要 关键 。 
植物 的 斥 士 化 只 有 用 播种 种 子 的 方法 才 可 能 实现 ; SER 

丘 林 所 芭 持 薄 且 屡次 加 以 证 明 的 。 他 在 果 档 研究 工作 上 的 互 尖 痉 司 ;六 
明 : 如 果 被 逐 移 的 植物 在 原 产地 内 不 能 饮 忍 受 新 地 区 的 最 低温 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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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 MERE FEE ESE SIE ET, AOR ARB EE 

ROBE 1S T TESS RWI UE EE FRE HN RD) » , 
RB: “BH TEE EVES Hh SPOOR See 

DME VE EHOLERE, SE —PEHE Ce ESE EY EE KT 
管 显著 ; HS ONAT IRI, Ie EEN 2 年 、3 年 \ 偶 或 5 年 之 后 就 还 渐 
消失 掉 了 。 此 和 谷 , 攻 个 新 得 到 的 品种 ,对 从 向 着 较 高 耐寒 能 力 故 化 的 抵 
DiS RAR» DB AL TG AL A EE EE RH TT 

ST THE T SiN TT WHERE BH HSE Bi BY AE IB 
WERE TS 5 HERE HEHE Ys RE HEH TE WEEE Se SS BEN HD 2K 
丘 林 认 侈 必须 播种 种 子 。 把 长 寒 的 西欧 的 果树 品种 之 比较 成 年 的 植株 ， 
移 到 我 国 很 多 地 区 的 比较 肌 酷 的 气候 条件 下 来 栽培 ， 过 种 工作 最 常 以 

植株 的 死记 而 告 糙 束 。 然 而 种 子 的 播种 却 在 米 丘 林 的 多 年 工作 中 童生 
了 滩 煌 的 糙 果 。 

和 楼 看 来 ， 米 丘 林 确 定 了 幼 秀 和 老龄 植物 有 机 体 的 组 织 之 机 质 性 
或 不 同 可 塑性 ,因而 也 确定 了 不 同 的 反 士 化 可 能 性 。 在 这 个 发 现 的 基础 
上 上) 米 丘 林 创 造 了 新 的 风 士 化 理论 。 

在 米 丘 林 的 工作 实践 中 ,也 信纸 发 生 如 下 的 情形 :用 种 子 播种 的 杆 
株 也 没有 质证 化 。 从 种 子 长 成 的 植株 在 冬季 期 间 内 死 此 了 : 原 兰 地 和 新 
地 区 的 气候 条件 是 差别 得 这样 属 害 。 但 是 对 植物 有 机 体 发 育 休 件 的 深 
BB: DATA YE AB WO BEE 5 EK EPMA AJA, BE 

TERRI TTR) Se HIRO A CIRM RE RGRUTE, AUEEAL Se BoBE cE HY EE 

&. | ; 
Hi SLSR WP HS ie TEBE» EAE EP TL BLY , AR 

SEAR HATE PE » WY HES TE Hy PE 22 BUA A HEI TH 
BES SRARAG SG 1 ORM RSH NE, 1948 年 版 ,第 124 12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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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 HE 5c hO RG FA, Att Fea BETTE TP > KARR AN T FEAR ATE RY 

SEL Fe PR ES HE OY Ta HE » SE A RA ER ER ER 

SEA CWO, BER: “Be Pas, HET By 

Fil 9 AT EE FPR» FESS FERS » RFR 1h 9 它们 是 不 能 

BS Hie FN A AE EY.” ED) 

KARAS EHF ES DA FA HY THES: 5 

是 最 可 靠 的 方法 ,而 在 很 多 情形 下 ,是 使 南方 植物 在 北方 大 主 化 的 唯一 

BE. 

HB IE ARE K AA BE SE, APH 

FE LT BE TE WA TAT 9 HE PTFE AS SO, BEART OP AE a TAO SET » 

We DARE, BHR OAT RZ 5 FE 

在 阿尔 查 津 试验 站 附近 (在 蕉 斯 托 夫 北 方 300 FAK) . Fei TA Be HP » 

又 重新 疆 择 了 最 有 抵抗 力 的 类 型 ,栽培 到 千 实 ,站 把 它们 的 果枝 播种 在 

科 兹 洛 夫 ( 再 北方 300 仔 米 )。 

根据 过 些 原 则 , 米 丘 林 育 成 了 新 的 樱桃 品种 早 燕 。 

由 大 社会 主义 农业 改造 的 车 果 ， 各 种 作物 在 区 联 什 十 上 的 地 理学 

分 人 ,发 生 了 法 化 ; 过 种 儿 化 廿 实 了 米 丘 林 的 克 士 化 理论 。 

如 果 自 然 界 中 不 存在 着 米 丘 林 所 发 现 的 规律 , 那 未 , 冬 小 寿 向 我 国 

的 北方 和 东方 移植 ,就 成 乱 不 可 能 的 。 过 些 规 律 的 掌握 和 正确 利用 , 童 

生 了 便 大 的 车 果 。 在 育种 家 的 面前 ,呈现 了 无 坤 的 前 途 。 和 无 疑 的 小麦、 

棉花 和 其 他 作物 移植 到 新 地 可 的 表 程 ， 必 St ee 

Bey E4C . (HALA maa 2 is BEY BS EEE A TAY 具有 一 定 的 幅度 的 所 

以 在 这些 被 历史 所 狗 束 的 再 要 的 界限 上 栽培 植物 上 时， 和 

同一 方向 发 生 儿 化 。 

BE: “ 米 乒 林 全 集 , 第 2 AE, MAUGHAM AE ARSE HH PTTL, 1948 AER, SAAT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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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R SEN  AERB RRL TL AT NY ETT LAE LTT EH 
| TERE HD A ae vA TT EL the BY DI HD A 

古寺 化 是 可 能 的 , 因 和 优生 种 子 栽培 起 来 的 植株 ,在 定向 培 青 的 环境 
TB» HG Oy plese Fed HST CE EL HN A 

YE» AN EEC Hy ALTE ME PE BME SIE, LH GRRE 
Jp AYE Hey PSE HG HEIL ISK y HABA 5 RB |e I AL TB 5 HED 
的 和 这 一 特性 站 不 堵塞 了 植物 所 士 化 的 道路 。 在 过 种 情形 下 ,必须 探 用 在 
很 多 世代 中 还 渐 移植 植物 的 方法 。 

米 丘 林 克 定 了 有 机体 的 幼 秀 和 老龄 组 碘 的 届 质 性 以 及 最 幼 齿 粗 容 

的 特殊 可 塑性 以 后 ,指出 了 唯一 可 靠 的 、 夭 助 认 播种 种 子 的 移植 方法 。 
”发 育 人 条件 经 过 一 代 一 代 的 逐渐 愤 择 ， 使 有 机 体 的 遗传 本 性 朝 着 一 

定 的 \、 人 类 所 希望 的 方向 去 改 丢 , 水 且 引 起 通 应 方式 本 身 的 法 化 。 

苏联 科学 家 和 社会 主义 生 兰 先 进 工 作者 ， 首 循 着 米 丘 林 研 究 出 的 

太 法 ,在 改造 芯 联 植物 栽培 的 事业 中 多 得 了 巨大 的 成 就 。 

第 五 草 “” 李 和 森 科 院士 关於 植物 发 育 障 段 性 的 学 讼 

地 森 科 院士 的 研究 工作 加 深 了 我 们 关 大 植物 本 性 的 知 诚 ， 开 关 了 
控制 植物 发 育 的 道路 。 

ARABS BRIS: 植物 有 机 体 在 其 发 译 过 程 中 要 通过 很 多 顺序 进 
行 的 阶段 ; 肖 些 阶段 的 实现 要 求 不 同 的 外 界 和 综合 条件， 没有 演 些 人 条件， 
发 育 就 不 可 能 实现 。 李 森 科 研究 了 两 个 阶段 一 春 化 阶 息 和 光照 阶段 ， 
SSP APSE PRIMO, EWE DUES PAROS Weis HAS BR 
重要 的 田间 作物 之 科学 工作 和 实践 工作 中 。 

植物 发 育 阶段 性 学 说 在 实践 工作 中 的 利用 ,产生 了 极 裤 贵 的 糙 果 。 
在 很 多 作物 的 农 业 实 跤 中 ,存在 着 植物 的 冬 性 类 型 和 春 性 类 型 ,过 



44 FT) PE 0S PB Oe FSO 

Pa EY Ie AE EE a, BR RR — Be 
ih sh ESTERASE BE, SRA EIAA LOPE 和 
TLAFREDY : SEA ARE 5 WEAVE AL PSOE » ADE A —ZERFENY EBBET 

ESE ERE—-EA BL. : 
fb HEH: ME A SE TE A 9 SE (9 49 

别 品种 , 德 仅 在 一 定 的 条件 下 , 才 可 能 是 早期 的 或 晚期 的 以 及 冬 性 的 或 
春 性 的 , 演 征 划 修 法 ,只 有 寺 世 栽培 这些 品 种 的 具体 地 区 来 壤 才 是 正确 

的 。 
苏联 很 多 不 同 的 试验 站 ;在 李 森 科 院 士 的 领 半 下 ?研究 了 从 全 世界 

各 地 探 集 来 的 小 麦 ;过 些 研究 工作 表明 :各 个 个 别 品 种 在 同一 年 内 用 同 

一 次 收成 的 种 子 来 播种 时 ,在 某 些 地 区 内 表现 仍 冬 性 的 ( 序 在 春季 播种 
下 不 抽穗 ) 而 在 另 一些 地 区 内 则 玫 现 禽 春 性 的 ( 郭 在 春季 播种 下 抽穗 ) 
过 种 差别 次 定 大 播种 后 时 期 的 人 条件。 

1932 年 春季 ,有 1427 个 阿 捷 泵 拜 疆 小 麦 标本 ate etek 
AUMITIERG (BA BE) FO SS oH a A TR 
李 森 科 院 士 的 材料 ) : aoe 

抽穗 的 标本 之 百分数 ( 春 性 的 ) 

不 抽穗 的 标本 之 百分数 ( 冬 性 的 ) 

在 品种 的 早熟 性 方面 ;也 多 得 了 同样 的 糙 果 。 
例如 ,在 基 史 无 巴 德 ,印度 小 麦 比较 芬兰 小 奏 早 薇 得 多 。 随 着 向 北 

BAHU EESE, SEMIN) SE RAE MN EA EME BUT ABE IE BS 
芬兰 小 麦 已 经 超过 了 印度 小 麦 了 。 

BIAS ss 32 SHERRY — eA, 
AIK SEARLE, BIE AE, SL 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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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ss BE SS 
FI, LDR AE Asis Hee BE “ise (+) 
和 早 些 ( -- ) 抽 穗 的 日 数 。 

芬兰 | Ferrugineum 

Ep Be | Turcicum 

本 一 

x ow Ferrugineum BY 月 20 日 

印度 | Erythroleucon . 7 月 19 日 

+1 

SORE HLH Ry SOE 
地 森 科 院 七 把 植物 的 营养 和 发 至 泛 两 个 概念 ， 粉 以 完 全 确定 的 区 

Bs “所 情 种 子 植物 的 发 至 ,我 们 是 指 植物 从 种 子 播种 到 新 种 子 成 训 的 
”期 间 内 条 胞 内 含 物 的 各 种 必要 质 炎 和 各 种 器 官 形 成 和 允 程 所 经历 的 道 
Be RD AEE, 我 们 在 工作 中 是 指 通常 在 实 路 中 所 理解 的 ， 
PEERS, 是 指 厢 物 重量 和 体积 的 增加 , 过 种 增加 是 从 钴 型 形成 允 程 概括 
出 来 的 。 所 计 生 长 ,我 们 是 指 植物 体积 的 增加 , 而 不 管 植物 体积 的 芝 箱 
增加 罕 融 是 依靠 那 一些 器 官 或 性 状 的 发 至 而 发 生 的 。” 储 ) 

植物 的 体积 增加 和 发 青 ， 可 能 以 不 同 的 方式 而 灶 合 着 。 可 以 观察 
到 : | 

(1) Sy Ae SAE I , 
人) 过 速 的 生长 和 迅速 的 发 至 ， 
二 级 慢 的 生长 和 迅速 的 发 育 ， 
由 移 慢 的 生长 和 稳 慢 的 发 译 。 

， 生 长 速度 和 发 译 速 度 的 不 一 致 计 一 事实 ， 信 经 被 李 森 科 院 士 利用 
re ee a 年 第 5 版 第 26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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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大 播种 材料 的 春 化 处 理 。 大 家 知道 ,可 以 用 特殊 的 简单 的 方法 来 保 促 征 
子 完 成 春 化 阶段 , 这 些 种 子 的 生长 是 那么 还 组 ,以 致 常常 甚至 不 能 看 出 ， 
种 子 萌发 的 外 部 特征 。 Bi 

各 种 不 同 的 作物 以 及 甚至 同一 种 作物 的 各 个 品种 ， 都 需要 不 同 的 
发 育 休 件 。 在 各 个 不 同 的 阶段 (发 育 阶段 ) 上 , 植物 也 需要 不 同 的 人 条件。 

李 森 科 院 士 用 下 列 的 话 对 发 让 阶段 这 一 概念 下 了 定义 :“…… 所 蛋 
发 至 阶 段 ,我 们 不 是 指 植物 的 各 个 不 同 器 官 和 部 修 如 著 、 荧 等 等 的 形成 
本 身 ( 发 至 ), 而 是 指 在 植物 发 育 中 的 某 些 阶 彼 和 质 炎 时 期 (在 董 的 生长 
点 中 发 生 的 ) ,如 果 没 有 过 些 阶段 ,就 不 可 能 进行 进一步 的 正常 发 育 ,不 
可 能 通过 各 个 不 同 器 官 和 性 状 的 形成 而 到 巡 和 车 实 史 他) 一 

各 个 发 育 阶段 的 长 短 。 在 不 同 的 品种 方面 是 不 同 的 。 喜 到 春 化 阶段 
BE, 李 森 科 指出 : 22th i SA ! 

种 的 春 性 程度 泪 不 相等 一 样 。 
在 讨论 到 植物 通过 春 化 阶段 所 必需 的 外 界 综 合 人 条件 上 时， 李 森 科 院 

士 揭 明 了 各 个 个 别 因素 的 意义 ， 同 时 又 注意 到 通过 肖 一 阶 段 上 时 一 定 的 
和 综合 条件 之 必要 性 。 过 个 烷 合 条 件 中 已 知 的 各 个 因素 ,是 温度 湿度 和 
空气 。 

在 田间 还 卉 下 ,最 后 过 两 个 因素 通常 是 存在 着 的 , 可 能 没有 的 仅仅 
是 适当 的 温度 而 已 ,但 是 在 种 子 春 化 处 理 时 , 混 度 常常 要 安排 在 最 低 的 
限度 仅仅 用 一 项 温度 一 一 高 温 , 低 温 或 中 漫 一 一 来 实施 种 子 春 化 处 理 ， 
是 不 可 以 的 。 Pe 

45 fi SAF I) EEL) A TP ESR, MAT 
SE BOREAL BE, TAR, 不 论 粽 合 休 件 对 从 光照 阶段 是 何等 有 利 ， 光 照 阶 
段 也 不 可 能 进行 。 
ee 

BES 李 森 科 : 层 业 生 物 学 ，1949 年 第 5 版 ,第 3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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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 HERS Hh BEAL HO EL, Ey GY, 
在 播种 材料 或 植物 进行 春 化 阶段 时 ,以 及 在 进行 光照 阶段 时 ,各 种 

霓 化 都 在 增加 着 。 具 有 某 一 阶段 的 性 质 的 植物 条 胞 ,不 能 够 恢复 到 进行 
芝 一 阶段 以 前 的 最 初 状态 。 

但 是 各 种 伙 化 仅仅 境 加 到 一 定 的 界限 ， 仅 仅 境 加 到 植物 篇 了 通 滤 
到 次 一 阶段 所 必需 的 界限 而 已 。 阶段 纤 化 是 在 植物 芝 的 生长 点 中 发 生 
的 如果 在 冬季 或 春季 从 士 壤 中 取出 一 株 多 年 生 黑 奏 , 把 它 移 栽 到 试 盆 
th, RACES, WA, EMRE BE. rE RY SL, SERRE 
已 经 完成 了 一 切 的 阶段 。 在 种 子 收 稳 和 后 ,新 的 枝 基 始 长 出 来 ;但 是 如 果 

不 詹 以 通明 春 化 阶段 所 必需 的 条 件 , 那 末 , 这些 新 枝 将 不 抽 莹 。 
实验 确定 ; 在 著 的 不 同 部 位 上 的 下 胞 ,可 能 具有 不 同 的 《就 阶段 性 

| RA) EA, : 
Hip AEE BR, BEE My LUISA RAR 

fF. (UR, Se SR EA IE 
A: fe PAL PRET [By PEARY EA, ESE HK TR RRS 
了 : 在 春 化 方法 被 研究 出 来 以 前 ,育种 家 不 能 够 使 大 量 的 外 国标 本 (有 具 
者 长 春 化 阶段 的 标本 ) 在 自己 的 田间 播种 条件 下 抽穗 或 成 熟 。 

”在 阶段 性 学 褒 被 研究 出 来 以 前 , 要 在 一 年 内 在 人 工 环 卉 (温室 ) 中 
栽培 好 闪 代 的 春 性 幼 类 作物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此 , 会 加 速 至 征明 程 的 二 
样 重要 的 方法 , 从 前 不 能 够 被 利用 。 
沁 发 存 阶 段 性 的 研究 , 使 李 森 科 院 士 能 修 研 究 出 新 的 、 裤 贵 的 天 太 导 
择 困 交 冕 本 粗 的 理论 。 很 多 新 的 作物 和 植物 品种 ; 也 仅仅 是 由 大 这 种 方 

” 巷 才 可 能 在 实 跤 和 育种 中 被 利用 。 

六 获 BR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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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 reem 瑟 一 一 一 一 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必须 非常 注意 至 种 工作 的 原始 材料 。 输 入 大 量 和 各 种 各 料 的 原始 | 
PPR, ROE BEET LL EE EAE 

He AP RAS 5 3 EH RUB BB Zk BR PL, SEES 

Ny, See, Petey +e BL Be eR 
队 。 原 始 材料 的 搜集 工作 , tH i SETAE eH a | 
子 样本 的 机 关 和 租 织 (种子 检查 实验 室 等 等 ) 来 进行 .农业 展览 会 .通讯 | 
移 \ 农 丰 小 型 实验 室 、 参 观 除 和 试验 站 种 子 交 换 , 也 都 被 利用 .各 个 青年 | 
站 和 从 全 蕉 植物 栽培 研究 所 的 搜集 品 中 , 获得 了 特别 多 的 标本 ; HRB 
究 所 进行 了 大 规模 有 计划 的 材料 搜集 工作 。 

原始 材料 的 研究 ， 巍 当 保 证 最 完全 地 记 迹 各 个 探 集 苗 转 所 有 的 个 
UAE REE Ny ee, TI BLAIR Be BL AE ER ER ROH RS 

特征 。 在 进行 这 项 研究 时 , BYUAA OEP, BI 

些 成 就 篇 更 深 卉 和 更 完全 况 葵 各 种 各 样 的 原始 材料 开关 了 道路 。 
在 我 们 关 世 植物 本 性 的 知 蕊 的 现代 水 准 上 ， 仅 仅 由 一 个 在 种 家 来 

单独 研究 原始 材料 , 将 成 优越 来 越 困 抢 的 和 力量 未 必 能 做 到 的 任务 。 必 
须 有 植物 病理 学 家 、 昆 中 学 家 、 工 业 技 术 技师 .生理 学 家 等 等 的 专家 ,来 
大 加 原始 材料 的 研究 工作 。 没 有 泛 种 合作 , 育种 家 就 很 订 完 休 和 深 弄 地 
研究 原始 材料 。 | 

SESE IY IY % EAA a A, AS TE EOE ASE, 
NATE REESE PSHE, IEMA ES OT ; SS 

6 hi FS LAA ARSE ASA BI AC | BRAT 
fy Al SERRE SAT AE PE 
CM CC Ay Bee Ce ees 
ARLE PANG ER SHU, 

Snes Pe Bey Ha OE TE, Ah ty Jee H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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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 材料 。 
Hi ty He BE RR) ,不 论 允 去 和 现在 ,对 大 在 种 工作 都 有 很 大 的 

价值 我 国 各 个 育种 站 工作 的 全 部 历史 ,非常 合 人 信服 地 壤 明 了 当地 品 
种 的 意 闵 。 现 在 径 过 区 域 化 的 各 个 育成 品种 之 狠 大 多 数 , 都 是 由 蕉 在 当 
地 品种 方面 巧妙 应 用 集体 选择 和 个 体 滤 择 的 烙 果 而 获得 的 。 

根据 国家 品种 试验 委员 会 的 春 料 ,在 245 TARR BLADER 

种 中 ,有 69; 个 是 当地 品种 ,而 112 个 是 用 个 体 选 择 的 方法 从 当地 品种 训 

成 的 这样 看 来 , 246 个 品种 中 的 181 个 品种 ( 狗 等 套 74 卿 ) ,是 当地 品 
镍 和 和 从 它们 中 育成 的 品种 。 但 是 它们 的 意义 还 不 仅 限 放 过 一 上 , 因 篇 在 

“各 个 条 征 起 源 的 品种 中 , 在 很 多 情形 下 ,是 利用 这 181 个 品种 中 的 某 些 
品 征 , 来 作 篱 一 个 条 本 或 两 个 条 本 的 。 

在 品种 更 换 以 后 , 关 共 吸收 当地 材料 的 问题 ,站 没有 消除 。 仍 然 保 
留 在 生 兰 中 的 各 个 人 当 地 品种 ( 征 寿 )， 应 当成 需 育 种 家 特别 训 美 研究 
的 当 象 。 在 很 多 情形 下 ,我 们 必然 会 深信 , 泛 些 品种 小 不 是 偶然 被 保留 

下 来 的 ， 阔 且 在 集体 农 硅 和 国营 农场 进行 品种 更 换 时 ， 是 不 能 被 代 直 
的 。 译 种 站 次 当 和 与 品种 试验 场 共同 来 检查 ,研究 和 利用 仍然 保留 在 生产 
中 的 一 切 优 和 良 的 当地 品种 。 

有 一 种 不 正确 的 观念 ， 认 仍 当 地 材料 已 经 在 对 这 些 材料 进行 青 征 
工作 的 过 程 中 被 完全 利用 了 ; 过 种 不 正 後 的 观念 ,是 从 这 些 品种 的 不 溉 
性 和 青 种 方法 的 永恒 性 的 错误 观念 产生 的 。 无 疑 的 , 对 当地 材料 应 用 了 
不 同 的 、 比 较 完善 的 方法 以 和 后, 就 可 以 狗 得 新 的 宝贵 的 结果 。 

政府 的 特殊 法 今 指出 了 各 个 当地 品种 在 育种 上 和 生 兰 上 的 巨大 意 
闵 。 论 联 入 民 委员 会 1937 年 6 月 29 日 “ 关 礁 改良 珊 类 作物 种 子 的 步 县 ” 
的 次 议 中 , 关 大 当地 品种 一 点 提 到 了 下 列 的 话 : “ 订 责 各 个 农业 机 关 的 
实际 工作 ,以 及 训 责 那些 文 来 和 忽视 关 帮 保存 .改良 和 利用 各 个 哉 类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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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当 地 农民 品种 (例如 库 班 卡 、 阿 尔 灿 岛 特 卡 、 克 里 姆 卡 等 等 ) 工 作 的 从 

科学 理论 。 
建议 在 农业 工作 中 的 各 个 农业 机 因 和 青 种 机 并， 除了 青 成 比较 人 

产 的 和 上 比较 能 抵抗 病 嚼 害 的 新 品种 以 及 改良 和 繁殖 已 经 青 成 的 品种 以 

Sh, 应 把 选择 .保存 和 改良 细 类 作物 的 各 个 当地 萎 民 品种 之 工作 , 以 及 

把 创造 滨 些 当地 品种 的 原 种 之 工作 ; 当 作 自己 今后 的 基本 工作 。” 

永 束 不 要 启 记 各 个 党 地 品种 对 从 至 种 工作 的 巨大 意义 。 同 时 , ES 

指出 : 在 青年 工作 的 一 定 阶段 上 ,无论 在 何 种 情形 下 都 不 应 党 伏 偿 限 帮 

不 理 当 地 材料 。 

其 他 自然 历史 地 区 的 材料 , 对 从 至 种 家 来 售 也 是 有 很 天 价值 的 .党 

革 种 作物 的 输入 材料 的 生 郁 绝种 比较 接近 从 青 种 站 地 区 的 生 巧 攀 种 

时 ,过 种 要 区 材料 是 特别 有 价值 的 。 甚 至 当 青 种 工作 是 用 集体 先 择 和 个 
全 选择 的 方法 来 进行 上 时, 上述 材料 对 大 青 种 工作 无 疑 也 是 有 价值 的 。 

功 拉 托 夫 育 种 站 的 春小麦 品种 留 捷 斯 先 斯 62 SP EE , 

入 轴 区 材料 的 重要 性 。 大 家 知道 , 留 捷 斯 先 斯 62 品种 是 从 波 泵 塔 无 省 

的 当地 品种 (PRA) 波 泵 塔 夫 卡 在 成 的 ， 就 是 惊 , 从 妆 基 防 拉 托 夫 来 芒 

是 轴 克 的 品种 育成 的 〈 呈 然 这 个 品种 也 全 经 在 功 拉 托 夫 栽培 了 一 些 时 

候 )。 

具有 上 比较 大 陆 性 气 全 的 萨 拉 托 夫 下 种 站 条件， 促使 蕊 拉 托 夫 青 种 

让 能 够 在 正确 进行 工作 的 人 条件 下 ， 迅 速 地 从 被 研究 的 种 者 中 务 骨 出 最 
适应 的 生活 型 或 个 别 的 优良 类 型 。 米 隆 诺 夫 青 种 站 的 冬小麦 品种 饲 克 
苦 卡 的 让 种 膝 史 ,也 说 明了 同样 一 点 。 在 过 喜 , RFA MARS 

拿 特 , 在 森林 草原 饲 克 兰 的 人 条件 下 , FI BS SEP 9 Hr BES 

Bin, sa KS MIT BA eR By BS Se ie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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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的 抗旱 的 机 兰 的 春小麦 品种 区 里 特 史 斯 别 尔 收 姆 841, 是 克拉 
斯 诺 库 特 青 种 站 从 得 自 阿 施 哈巴 德 的 标本 中 至 成 的 。 

”和 芝 些 例子 父 实 了 胡 种 工作 原始 材料 苗 围 中 输入 具有 上 比较 相近 的 生 
HER) RHA WEL, 
er er a re eae 

HEL FESR Le, LEW AEA GES SS 
BARE LAS AEA AAEM WHR TE 

RE FARMER, 能够 利用 机 区 的 材料 , Ge BR ET A 
藉 的 优良 代表 植株 的 最 宝贵 方面。 
.1 在 预定 使 新 品 逢 尖 应 的 那些 十 壤 气 修 休 件 下 ， 旭 行 正确 的 玩 择 条 
AH EEE, 获得 了 一 些 新 颖 型 ; 汪 些 新 类 型 使 育种 
罕有 一 切 的 根据 ,来 认 侈 已 顺利 过 成 证 定 的 目标 。 

_ 主 面 终 制 各 个 发 青 阶 让 -… 春 化 了 恨 和 光照 障 段 -的 方法 ， 促 
BET VET RAH AE, 以 及 更 迅速 地 完成 对 於 标本 的 研究 。 
| SRR, 关 帮 青 种 家 所 必需 的 原始 材料 的 问题 , 站 不 是 由 大 把 党 
犯 材 料 奥 要 区 材料 允 立 起 来 ， 而 是 由 大 把 过 两 种 材料 正确 地 车 合 在 原 
Se, 才 狗 得 解决 的 。 各 关 材 料 的 成 共和 上 比例 ,是 起 至 种 工作 
Hy AUR DR TT AEE BY 

FETE ULES F SE TT AE MBIA TEBE. 
$5 TRIAL TERT, FACE SE EAT iy BREE IT FL 

AEE, FE RAR SEA UBF ELE HY BEAT BR BR FE SS 
BEE BORN. kK 正 林 一 向 非常 注意 过 个 问题 ,他 费 了 很 多 力量 来 

“ 迁 香 大量 的 和 各 种 各 样 的 至 种 原始 材料 。 

第 七 节 ”研究 原始 材料 的 任务 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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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SE SAE OO A, BUMS ESE Zh ee RE OP 
品种 和 标本 的 特征 。 | 

ETA FELLAG , TE FER PARIS SEP Sy OA: EPL, HE 
HVE Dh EP FE HS ER ESE BE ay HB 
DATE Ae AB RE Op ID, FR 2, BO EI ER EE 
地 车 合 着 过 些 性 状 。 

在 研究 当地 材料 上 时， 必须 确定 某 一 生 训 移 种 在 工作 地 区 的 条件 下 
的 共同 的 基本 特 黑 , 特 别 训 里 地 选择 苗 围 中 最 优良 的 各 个 党 地 品种 。 

一 般 议 来 , 当 原 始 材料 很 大 量 时 , 它 的 个 别 成 苍 在 工作 的 某 一 时 期 
内 花 不 以 同等 程度 被 利用 着 。 工 作 通常 集中 大大 部 牙 或 水 部 牙 的 材料 。 
在 过 种 情形 下 , 无需 每 年 播种 全 部 原始 材料 。 opep igang: 

最 被 注意 的 那 一 类 材料 。 
EE HBSS RES a OTR AS EERE, AS ANS PAPI 

BERS, AVIG SER JRE BEE 
在 光照 阶段 确定 以 后 ， 李 森 科 院士 提出 了 研究 大 量 长 日 植物 的 光 

照 阶段 的 方法 。 芝 箱 方 法 规定 在 光照 田地 上 播种 乾燥 的 和 轻 过 春 化 不 
理 的 种 子 。 

我 们 不 可 能 详 秋 八 述 研究 各 种 不 同 作物 的 方法 。 我们 将 仅仅 简单 
讨论 虹 攻 研究 全 世界 搜集 的 春小麦 和 咎 冬 性 小 麦 的 阶段 性 之 方法 。 

小 灾 发 育 障 段 的 帮 究 “在 全 世界 搜集 的 小 寿 中 ,有 冬 性 的 、 奉 性 的 
和 牢 冬 性 的 类 型 。 在 开始 研究 阶段 性 的 时 候 , 必须 首先 把 所 研究 的 材料 
初步 牙 成 过 三 类 。 由 认 冬 性 程度 的 不 同 , 过 三 类 作物 春 化 作用 的 时 间 的 

长 短 和 人 条件 ,是 不 同 的 。 进 行 半年 的 工作 以 后 , 将 发 现 那些 材料 被 牙 入 
上 述 三 类 时 是 错误 的 ,过 时 候 就 可 以 仍 定 过 些 材料 最 优良 的 春 化 条件 。 

全 蔚 李 森 科 青 种 遗传 研究 所 把 所 搜集 的 材料 初步 下 篇 下 列 闫 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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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St SA BY SAL aK PK RI CP res SRR) ASS BY BE ZS “> 

HK, 
Se ee BH 6) PGR BL. HY A ES RACH A es AAS 

EDAD WAIT Hh A AK AY AE DE 
--ePERA RU fa HEMET AL PK ACE PE HN SEN A 

fete) BE. 

FEAF ZERO AC ES BENE, SE FASSBAR AL AAR OR LET 
$i, Fe DS ESE TRACE ES FI ERS ELE 5 SE AEH DAE 

SHEE RR BENET IS HRA SEL, 
BESA BTA NO SPE LI A A, 

Ax By 45: Ud EI Jp Fe) BE SAS AL ASB) » SB EA AI 100 J 2K 
的 小 行 。 要 准备 多 少 种 子 , 就 是 根据 过 一 点 来 计算 的 。 

在 播种 以 前 ,每 一 种 标本 都 要 取出 少量 的 种 子 来 进行 春 化 处 理 , 芝 
些 种 子 全 部 加 起 来 却 很 多 ; 过 项 工作 需要 特殊 的 技术 。 

在 准备 春 化 处理 以 前 ,每 种 标本 的 种 子 必 须 牙 优 若 干 类 ,每 类 都 要 
和 开 单独 来 准备 。 首 先 应 确定 每 一 不 同 处 理 所 必需 的 种 子 数 量 以 后 (50 
—100 粒 种 子 ) ,然后 把 预定 来 春 化 处 理 的 种 子 放 在 一 乾 洋 布 或 麻布 上 
(Keb) 10 x 10 厘米 ), 把 演 志 布 挫 成 小 包 ,再 用 橡皮 圈 加 以 森 紧 。 汉 些 
橡皮 圈 很 容易 举人 备 , 只 要 把 一 条 直径 送 当 的 橡皮 管 加 以 横 剪 就 可 以 。 在 
橡皮 圈 下 面 指 上 一 休 布 条, 用 打 号 机 在 布 休 上 打上 标本 的 顺序 号 数 。 打 
发 机 的 油墨 哄 当 不 会 在 水 中 流散 。 然 后 把 过 些 种 子 包 芙 中 在 一 休 绚 子 
所。 不 实行 播种 春 化 碟 理 的 对 照 种 子 , 也 要 和 牙 别 包 成 过 样 的 小 包 。 

如 果 要 同时 播种 两 种 不 同 碟 理 的 种 子 (一 种 在 正常 的 日 照 下 ,一 .种 

在 不 断 的 光照 下 ), 小 包 和 刹 子 的 数目 都 要 增加 一 倍 ;在 过 种 情形 下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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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 in be. 

第 1 图 : BMT HEE. 

在 图 上 可 以 看 到 一 份 种 子 在 麻布 上 、 小 布 休 玉 其 上 的 号 稿 ̀\ 橡 皮 图. 楷 好 的 
小 包 、 串 在 午 子 上 的 小 包 。( 本 图 引 自 多 尔 顾 申 的 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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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了 防止 种 子 生长 通 速 ,不 要 把 年 子 涯 在 清水 中 ;而 要 汝 在 一 定 的 
wae de (Bag HS Jb; IS HS ARIE HH IAD”) 。 

Wy AL Sey BRIG Ky “NLT » EK PREVA: 3.45 克 | 
HOE CBRRRGA NaH, (PO,) 洲 解 在 100 立方 厘米 的 水 中 。 此 外 又 把 

8.95 克 的 双 代 磋 酸 负 Na,H(PO,) 溶解 在 100 立方 厘米 的 水 中 。 在 把 

种 子 浸入 以 前 ， 先 把 两 种 浴 波 混合 起 来 , 倒 在 一 个 盆 中 ,然后 把 各 串 的 

PS LE Py EE OE. eV AS LEE FES AUREE PET OK. 

WS TL EAR Ro FE AB EL EB HH » DR 9 FL ERTL IR 

NE GES ORNOVATEUEH, PATE A Ot AE 
夜 ;, 把 各 个 小 包 翻转 若干 次 《〈 下 面 的 小 包 翻 到 上 面 ,上 面 的 翻 到 下 面 )， 
使 瀑 度 均匀 。 

也 可 以 用 下 面 的 深 波 来 省 混 种 子 :把 116 rrr +14 克 氨 化 印 
+51 Seite Ee. VA ARE 1,000 立方 厘米 的 水 中 。 在 浸 温 种子 以 前 ,要 用 

1;000 立 方 厘 米 的 水 把 深 液 冲淡 。 以 后 的 手 炉 与 上 述 一 样 。 
如 果 小 心 观 察 春 化 作用 进行 情况 ,小 心 调 节 混 度 和 通气 状况 ,就 可 

以 不 必 使 用 “抑制 秋 ” 特 别 是 工作 规模 很 小 的 上 时候? 更 是 如 此 。 
径 过 一 画 夜 浸 瀑 和 一 画 夜 保留 在 房间 内 以 盒 ， 种 子 的 混 度 已 接近 

50 一 559% ;一 部 分 种 子 开 始 戎 发 。 此 和 后 ,要 把 重子 放 在 殴 沽 种子 春 化 不 

理 所 必 需 的 人 条件 下 。 以 后 的 工作 ,主要 是 注意 通气 状况 ,以 及 检查 和 除 

ERENT. | 

春 性 类 型 种 子 进 行 春 化 作用 的 温度 是 十 5" 到 十 15"y 时 间 是 10-15 
天 。 定 科 性 类 型 种 子 进 行 春 化 作用 的 温度 是 十 2* 汉 十 6 时 间 是 30 一 35 
天 。 冬 性 类 型 种 子 进 行 春 化 作用 的 温度 是 0" 到 十 3", 时 间 是 50--55 天 。 

每 一 类 种 子 旋 何 时 开始 沥 瀑 , 必 须 符 合共 春 化 作用 的 时 间 ; 过 时 候 
要 考虑 的 ,是 使 春 化 阶段 刚好 在 抒 种 开始 前 完成 。 不 论 在 正常 日 照 的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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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上 和 在 光照 田地 上 ( 泛 两 块 田 地 至 少 相 距 30 米 )， 或 者 仅仅 在 正常 的 
日 照 的 田地 上 ， 每 一 忠 标 本 的 种 子 (经 过 春 化 和 未 沟 春 化 的 ) 都 要 播种 
成 一 行 。 . 

每 一 行 的 长 度 是 1.5 一 2 米 ,其 中 0.75—1.0 RR EEN 
镍 子 ,其 从 同等 长 度 是 播种 对照 的 种 子 。 

WAS HELL Fe ey BAL SC HR FH» Ay EB ig» EE LOOT py IE, 
§— AEF AVE BY) 11 一 12 BE, PES AT DEE RY 
HS, US a ye Sh ES ISS EE ER UE 5 10 

K > ERS Fa Hh BAAS eB » RS REI 25 一 30 HK, A SRE PAZE, A 

Hi BABA 3 ' 

SSE: 光照 田地 的 全 景 。 

发 育 障 段 长 短 的 观察 和 确定 “全 部 四 种 不 同 不 理 的 植株 上 ， 都 要 

苍 别 进行 物候 学 的 观察 ( 苗 大 多 数 出 土 、 抽 穗 和 晶 蒜 的 上 时间)。 在 观 佬 特 - 

殊 的 各 号 和 标本 时 ,要 加 填 简 单 的 意见 。 各 个 品种 对 基 春 化 处 理 和 补充 光 

照 的 反应 可 以 根据 各 种 物候 学 记 凶 的 日 期 差 慷 ?来 加 以 测定 。 

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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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SSS SESS ESS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全 一 ~ 人 ~ 一 一 ~ 人 一- 全 -or 

正常 日 照 下 插 征 日 期 的 差 女 来 加 以 测定 。 
，、。 儿 认定 充 光照 的 反应 可 以 根据 春 化 区 在 光照 田地 上 和 正常 日 
Pe Sh Lh Al A SEE LE : 

 SRRREAY» RETR DTIE AK AUIMPR T RAR A BA 
BRAY AE We eSB BE ACLS BN SARA EL EH SPEEA 

ETE UBC Se PD WO BS BPE NE » ABELL Vee DAES I ES EPR 
就 是 天 认 那 些 建议 在 谈 地 区 探 用 的 品种 - -车 的 当地 的 估 奈 种 者 
以 及 产量 最 高 的 和 最 稳定 的 新 育成 材料 各 个 发 育 阶段 的 长 短 的 半 

| Fa 

SE (Hy TEE ASA EDR I RR EF ER De 
SEA ay RA. TAD ta HY DIR oe 55 — Be J 
ex. 

ETA FERS BENS 5 DFS BURR MEA SR Se IS BSE Si 
HAE 5 HER BAIA PLS iy SAI EH FB 
后 的 春季 期 间 内 的 温度 和 湿度 。 在 塞 准 的 春季 ,对照 植 株 能 够 在 土壤 中 
FEE ARE AH HE PR RE RAE BEI, SEMA 
BRT PAL AEH} OE 3 

也 应 当 在 抗 病 性 和 抵抗 其 他 损害 的 能 力 方 面 研究 原始 材料 。 
可 以 在 普通 的 田间 玻 志 下 使 作物 天 然 感受 损害 ， 和 用 人 工 感染 损 

沼 的 方法 (人 工 感染 法 ) ,来 研究 各 个 品种 。 很 常 是 在 天 然 人 条件 和 人 工 威 
SPE le PE AT OLE) TEE BIE Fy AT DU A SE 
FGETS DRE DL BB} Hy PE TS 
BOs ORY HEARSE a GR 

大 工 感染 的 研究 方法 ， 使 我 们 能 够 更 迅速 地 研究 各 个 品种 的 抵抗 
Ave, ATMA LER. WR RE 



~ 

58 田间 作物 育种 学 及 种 子 繁殖 学 

材料 进行 生理 学 研究 ,就 不 可 能 完全 了 暴 解 这 些 材料 的 生 龙 学 特征 。 
对 大 类 似 共 下 列 过 样 的 问题 ,至 种 家 应 当 得 到 一 定 的 回答 :各 个 品 

种 在 极端 的 气候 条 件 下 所 表现 的 虱 性 如 何 ， 某 一 品种 的 植株 对 藉 低 温 
和 冬季 解 头 天 气 的 反应 如 何 ， 再 生 能 力 ， 对 基 土 壤 乾 旱 \ 大 氟 乾 旱 \ 高 
温 、 综 烈 阳光 和 高 湿度 的 反应 ， 在 个 别 营养 期 内 的 生长 莽 度 与 气候 休 
件 、. 农 业 技 术 等 等 的 天 傈 。 也 必须 确定 某 一 品种 的 落 莫 能 力 < 植株 高 度 、 
SERRE PERI DEBORLEE 

应 当 研 究 各 种 数量 性 状 。 Ay Hy SRA Ia LI 
HE. (HRP ORO A. SRR PR ROR Behr CE 
量 等 等 。 

关 肯 每 一 品种 的 才 糙 品质 ,是 完全 必需 的 , 弛 革 的 品 硕 基 本 上 是 次 
定 共 大 小 、 形 状 、 饮 满 程 度 、 透 明 程度 、 颜 色 和 各 种 其 他 性 状 。 

在 研究 很 多 种 作物 上 时; 必须 稚 行 生物 化 学 的 共 析 GRAIG 
肪 等 等 ) ,在 才 粒 数量 足 侯 时 , 逮 必 须 进 行 磨 粉 品 暑 和 烘 端 品质 的 牙 析 。 

我 们 已 经 列 村 了 相当 多 的 问题 ， 演 些 问题 的 回答 将 台 某 一 品种 所 
固有 的 特点 提供 一 个 充 牙 完全 的 观念 。 必 须 认 仍 以 上 所 列 标 的 方法 小 
不 是 一 成 不 释 的 公式 。 我 们 仅仅 是 用 最 一 般 的 方式 来 说 明 研 究 原始 材 
料 的 办 法 。 

研究 :和 完全 , 青 种 工作 中 利用 原 姑 材 料 就 僵 有 效果 ; 过 由 是 音 钨 
疑问 的 。 

应 当 注 意 到 一 点 :即使 所 有 原始 材料 特征 的 一 切 坦 料 , 在 搜集 材料 
苗 围 中 选择 材料 的 工作 ,也 可 能 遗 到 失败 。 

评价 各 个 个 别 性 状 和 特性 的 工作 , 赣 行 得 过 共 简 单 章 率 ;就 不 可 能 
对 大 植物 有 机 体 及 其 价值 ,以 及 对 於 利用 过 些 植物 的 可 此 方法 ,有 一 个 
完全 的 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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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r 

Bit JURE MOPAR 

(eA Ee, TE RR A Re EEA 

BLS BEL Hey REE 

SMC _LEWHE DEER Awe BS S—-EM 

MERELY, ERR A ASSERT BX 

的 损害 。 
站 在 形式 遗传 学 立场 上 的 科学 家 们 ， 不 承认 外 界 人 条件 对 大 有 机 朵 

遗传 本 性 的 影响 。 
然而 ， 不 承认 外 界 人 条 件 对 共有 机 体 和 遗 传 本 性 的 影 澳 的 过 种 形式 痢 

传 学 原理 ,是 不 正确 的 。 汪 种 原理 与 其 正 的 自然 律 矛盾 * 熏 人 类 的 实际 

活动 矛盾 。 可 以 用 人 关 创 造 扰 数 动 植物 品种 的 互 大 实 足 的 事实 ,来 性 明 

这 个 形式 遗传 学 原理 的 毫 扰 根 据 。 
没有 任何 事实 材料 ， 合 经 证 明 过 育 种 工作 不 建立 适当 的 培育 条 件 

也 会 得 到 任何 成 就 的 。 
形式 遗传 学 如 坑 不 可 能 用 创造 的 培育 条 件 来 有 目的 地 使 有 机 体 的 

遗传 变化 朝 着 人 类 所 希望 的 方向 去 进行 ; 很 多 育种 家 承认 过 个 错误 广 

断 是 昌 正 的 自然 律 ,因而 不 能 享用 正 达 方 法 的 伟大 力量 。 

由 大 类 似 的 错误 观点 的 糙 果 ,植物 青 种 方面 的 很 多 工作 者 ,只 然 也 
积极 地 和 进行 选择 ,积极 和 有 目标 地 利用 杂交 (在 选择 原始 入 本 粗 的 工作 

方面 ), 但 是 实际 上 已 经 流 成 仅仅 被 动 地 选择 在 自然 条件 影 池 下 形成 的 

东西 了 。 | 
HK ASE PB ERI ED) BE, SF ESPACE A 

RW 7 I AE AE TRH Sa — We IEA 

作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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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闪 年 来 ， 关 放 在 解决 各 种 不 同 育 种 任务 时 顺利 探 用 定向 培 译 
法 的 事实 材料 ,正在 不 断 地 增加 着 。 

1948 年 7 月 31 日 一 8 月 7 日 BED SSE ERAT T BE | 
Py RLS Be ER ELE PPE Se» BARA BOL esa @ ee Lb» FER E 

Sb Skah TK RAB ES Le Bh 
李 森 科 院 士 在 “ 论 生 物 科学 现状 "的 报告 中 指出 :“ 如 果 不 承认 有 机 

体 在 其 一 定 生活 条件 下 获得 的 借 体 差 届 能 饮 遣 传 ， 如 果 不 承认 获得 性 
能 够 遗传 ;唯物 主义 的 生物 界 发 展 理论 是 不 可 想像 的 。…… 

我 们 , 介 灯 埃 米 丘 林 方向 的 代表 人 物 ， 确 认 植 物 和 动物 在 其 发 育 通 
程 中 获得 的 特性 之 遗传 ,是 可 能 的 而 且 必要 的 。 

我 们 所 观察 到 的 植物 个 体 发 育 ， 是 受 攻 些 植物 的 过 去 历史 所 限制 
的 ?是 受过 些 植物 所 属 的 那 一 分 类 学 种 类 的 系 翘 发 育 所 限制 的 。 

(SSS BET HAE SE EERE 
薄 不 是 称 毫 没有 影响 到 系 翘 发 育 的。 归根 烙 底 ,系统 发 育 乃 是 很 多 完全 
具体 的 和 不 可 重复 的 个 体 发 育 之 入 和 ;在 这 些 个 体 发 译 的 实现 过 程 中 ， 
由 大 自然 选择 和 人 工 选 择 的 糙 合 ， 一 个 种 或 其 他 从 类 学 单位 的 历史 就 
形成 了 ; 它 的 遗传 性 就 形成 了 。 

在 任何 的 情形 下 ;我 们 可 以 从 个 别 个 体 的 最 近亲 个 祖 代 ;来 确定 藤 
个 苯 的 形成 历史 。 实 足 工 作 和 实验 天 料 说 明 :有 机 体 的 发 育 是 沿 着 它 的 
最 近 兹 个 租 代 的 道路 而 进行 的 。 但 是 ,知道 了 诅 代 的 形成 历史 ,就 可 以 
才 培 至 休 件 来 巧妙 地 影响 正在 发 育 中 的 幼 龄 有 机 体 ， 找 出 形成 未 来 世 
代 的 方法 。 

“每 一 分 鳞 都 不 应 当 名 略 的 主要 一 点 ,一 一 就 是 从 某 一 个 硼 胞 不 但 
可 能 发 育 出 相当 不 同 的 新 组 胞 ,而 且 稻 不 是 可 以 发 育 出 任何 的 者 胞 ,-- 
切 相 当 不 同 的 发 育 可 能 性 都 受 历 史 所 限制 ， 受 全 部 过 去 生活 的 进行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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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全 

De IT BEL hl). HL A ey BR FR AAS BET HO IA, "(BED 
T DIFES ha HU ORE IE, eae 

ACHE SE TDR MEDI, Sa PLB APY FD 25 deb eB 
BE $5 BEERS TT AS BAP Jt Ay SD RAE» BBA 5 SPE ARSE TS TE 
ME A GE BEAT » WORST ARES BE EE REE SRE Ted 
在 连续 很 多 代 中 和 进行 了 类 似 的 定向 培育， 就 可 以 使 植物 的 遗传 性 产生 
THERM MBE. 
SE TT LR ITAL RN, SAE 

PEE BL RAE IG OK ERIE Be ET SEEK 
niesmniaaiicasethipaishdindiaiietiie si oN PAUSELPE fig REDE WA 3 

jae 
JA HAGENS HEE ERIS AE LEAs DEAR i 

RUMEKW A BRK EAS BE AIR T He 

PFET fe GH RTH TEAS as TS Ee FS 
FEE A HEI EA EAST PH tg eR 

米 丘 林 不 止 一 次 地 指出 :好 好 地 我 培 优良 村 本 的 数 百 粒 种 子 , 所 多 
得 的 车 果 ， 上 比较 播种 和 栽培 数 百 万 粒 “ 杂 次 起 来 " 兹 种 池 所 童生 的 糙 果 
好 得 多 ; 他 阔 且 用 运 一 点 来 续 届 指出 “使 正确 选择 的 秽 本 条 交 ? Al “HS 
育 ” 汪 两 种 方法 的 不 可 牙 割 。 
wR TYRE IA AEE 

合 。 
Jedelnit ae AE Te RAL 
Pelt A624 FD BY)» CE Tel BIR SS = BE Wy 3 Sa 

选择 一 -的 育种 工作 烷 合 laine n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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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BrP HE “SESE DBT HY: CE TSE CE He 
BRUTE BLL ih FAL EE PR EZ) RR OS US LE, 
"SE Pe Rey Soe ARB TG ELSE FA 7 EME 8 es ER SAE IR AT 
用 特殊 的 方法 来 培育 实生 苗 直 到 成 年 ,也 不 能 够 产生 完 人 至 售 大 满意 的 
$e TA (RE) 

ESS BLTT IG TY 5 2k PRL WR PEDIC Bg Hb Hk, 
ERLISTE Ay REDE TERE LL) BRAPSTT LSE HPS whe 

培 青 的 意 闵 ; CAE BREA AT Hy EI PRPS: EIR TS A 
SEN 5 ATH AE BE EC CE DLE Tg REE HD 

一 把 正在 发 青 中 的 荡 齿 植物 有 机 体 安排 在 适当 的 条件 下 ， 就 可 以 使 
鼓 有 机 体 的 性 状 和 特性 发 生 不 同 程度 的 磷 化 ,直到 藏 热 的 肆 化 ,直到 改 

” 翔 有 机体 的 未 性 , 址 旦 可 以 使 已 经 发 生 的 季 化 在 遗传 上 徐 固 起 来 。 
现在 ;党 我 们 吉 行 着 某 种 具体 的 任务 时 ,我 们 逮 不 能 够 随时 就 各 种 

示 同 作物 培 青 人 条件 的 问题 作出 确定 的 指示 。 
我 们 正在 党 试 昼 明 培 译 法 应 用 大 田间 作物 青 种 工作 中 的 效果 以 

Be Bev RE EAE AL FA Ss AE BE 
可 以 用 最 概括 的 方式 来 说 : 植物 个 体 发 育 中 对 於 其 个 别 性 状 和 特 

性 的 发 育 发 生 有 利 影响 的 那些 条件 ， 也 会 促使 有 机 体 址 传 性 发 生 同 一 
方向 的 攀 化 。 

幼 疮 有 襟 体 , 特 别 是 幼 涂 杂种 有 机 朵 ， 更 容易 蒙受 墙 育 法 的 影 2 

东 - 一 点 已 经 被 米 丘 林 科 学 完全 确定 了 。 
真有 翻 据 遗传 性 的 有 机体 ， 似 乎 已 经 圳 失 了 在 爵 史 上 形成 的 对 认 

Se FEE SE AE Hy TSE Wy BSE; 过 种 有 机 体 接受 或 同化 谋 种 家 所 提供 的 
已 经 稍微 改 帮 的 条 件 。 

BES 米 丘 林 公 集 ,第 4 和 爷 , 协 联 国营 农业 出 版 社 ，1948 年 版 ,第 129 页 。 



64 FBTR) PE Ts EE RT 

MRERARLWIH A, WOU RS ee aH HR 
传 性 的 有 机体 : | 

(1 se BI » EAE OU) AC HE Wy Hi LA BA: HA Hg TB 
(2) 77 EH a TB He Bey EN A RR 

Dia HE; 

(3) Ae RC, 46 2: A SE J AE HOE He De EE 
在 长 苇 研 究 定向 培育 法 以 符合 育种 实践 的 需要 上 时， 至 种 家 将 越 来 

越 完全 地 擎 握 人 工 的 钴 型 形成 明 程 。 夭 助 从 有 有 具 标 的 培育 的 方法 ,可 以 | 

解决 在 育种 工作 中 极其 重要 的 很 多 则 题 。 

中 然 我 们 对 从 各 种 实验 材料 分 析 得 不 够 完全 ， 但 是 我 们 也 许 已 经 | 

可 以 刘 : 在 过 个 时 候 已 经 可 以 用 定向 培育 的 方法 来 解决 下 列 的 任务 。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PFEMARBRLBR, LACOSREHBARRELERE 

5 

ri BATE DA SSE EHS TE). 

EZBDELHHRERERSARS RASH Cet 

本 性 )。 

使 植物 风土 化 。 

Fe Ab ti HESS AFAR OO] SSAC TE 

BAR RRS REHAB TE. 

我 们 将 稍微 洋基 地 研究 这些 问题 。 

对 各 个 个 别 性 状 和 特性 的 发 展 加 以 影响 ;特别 是 在 杂交 的 时 候 ( 控 | 

ETE SER: OST eS ES TRESS CR, 
ARS WHE VARI MAI SANT HLT DR. 
ERBEREHSLESS LSB Rey, RBM ES. 

FRB GED, Le YR HE) WA EARS H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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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 又 有机体 在 很 多 性 状 和 特性 方面 的 需要 , A AES SBA 
得 有 验 家 的 技术 ?就 是 在 大 使 已 经 沟 化 的 条 件 被 有 机 体 所 同化 , 泪 且 成 坊 
省 机 笨 所 名 避 的 条 件 。 可 是 必须 考虑 到 一 点 ;外界 休 件 在 个 体 发 育 中 记 

| Bhi) Ue, EASA AER 
BARB BETH iy BT A,B 
| PERSE, EAT, WA, TAME 

| i, SUVSRECHEE, SRERABEHERNSHMR SRM 
(| BeBe wher EH A SR A EBS ZEEE) 

， ， 影 擂 各 种 性 状 和 特性 的 发 展 以 及 控制 晒 性 的 可 能 性 ， 已 经 被 米 丘 

eR RENT 了 。 米 丘 林 直 接 指出 niicianpenntnsinmmneteiiaciiaginr 

REN TSS ORE 
Je Ae IB Ny SAS PLEIN, RAR DAR 

CBE” — Fy ELIS SD) TEE RS 
特别 有 效 的 。 

米 丘 林 富 道 :“…… 我 顾 意 向 读者 报告 我 所 发 现 的 一 种 新 而 有 趣 的 
”方法 , 汪 个 方法 可 以 使 幼 齿 杂种 果 柑 伍 生 苗 的 特性 和 品质 ,按照 青 种 者 
的 硕 望 发 生 部 分 的 改 克 ,就 是 说 ,可 以 按照 我 们 所 需要 的 方向 去 培育 实 
和 鞋 昔 ;使 它们 的 优良 品质 得 以 加 弧 和 发 展 , 使 它们 那些 向 二 的 方面 发 展 

的 倾 南 和 着 多 不 良 的 特性 得 以 被 抑制 住 ,甚至 完全 消失 。”( 娃 二 ) 
在 应 用 礁 果 权时 , 膏 半 法 的 内 容 如 下 :在 一 各 个 别 特性 和 品质 已 经 

显露 出 我 们 所 希望 的 党 化 的 \ 良 好 发 青 的 幼 秀 杂种 实生 苗 之 档 冠 下 部 ， 
媒 接 了 3 一 生 枝 从 具有 稳定 遗传 性 的 老 秀 果树 上 取 下 的 接穗 。 取 下 接穗 

揭 那 标 果 档 硒 党 具有 特殊 表现 的 、 要 使 杂种 实生 苗 矫正 或 改良 的 那 秆 

各 次 科 : 青 业 生物 音 ，1949 年 第 5 版 ,第 页， 
赴 二 : 米 丘 林 人 全集, 第 1 从, 蓉 联 国 营 农 业 出 版 社 ，1948 年 版 ,第 31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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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或 品质 。 
具有 非常 稳定 和 充 从 保守 的 遗传 性 的 那些 接穗 ， 就 是 冰 半 者 或 培 

谋 者 。 在 生活 活动 过 程 中 , 泛 些 接穗 用 至 部 的 遗传 力量 ， = 

Hy PAD ARSE fg AE a SE DE: A: a BE 

EPR TEL AG eS ET SEE | 
EL MER IT IEEE ty ER LE RIS A 
er er 

5 it BEL Gall 38 3 —— Py BER J ir LY Wy A RA, AB 5 EE 
FL ATE Ay OTEK IE TEETER RSA HAG BEA 
Cee Ay ELE, SARA ERA, TRE A 

AHARRABEA TR OO, SIO 

Fy BRE PE Wy Tey EAE TE, Oe AG TE. fl BH Fy SE Eg ST 1 SR - 
PH Se BLIGE, AMA, mwa 

Fee ADE: ag Gy BBA » “EE EE TY EE NY EE IAA BE, BY 
ALMA S HAE REMAN BA RE, BEL 

5 EL AE NS TE» TEAK ARATE LE: 2 一 4 年 。 

HK LARTER A ET I By LESS » ELSE BR PY SESE, 

i) > BR 6 一 7 SEAR ERE EAE AT, REGRET BEAR TERI 20 
ENA ME ASE EE, (HE MERE TT HE TEAL YE OSS 16 一 17 年 就 开始 糙 实 。 
Hut SEE TE Ce PE Bg TE LCS Be ES EE EAL 
TA 5 METER WO RERE Ky RSEDA 2 ERR AD EL ERR TEARS 

的 第 8 一 9 SE wpe BAAR EL . Be SEL PE Hy TEE ESE ESE ER ALB T 
OK FEAF WL Dh Hh NE Fe SE OE: 提高 

SE hy ENG HE Hy 9 Uc 2 SEE ERE Ne, BERG A 

PAE ESP ih ENT PR: IE T SEAN 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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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面 我 们 将 引 琶 米 丘 林 所 作 的 关 从 蒙 半 法 的 炉 括 评价 。 
“明显 的 ,过 种 方法 同时 还 可 以 评 导 杂种 品种 的 品 贤 和 特性 发 生 很 

参 其 他 的 委 化 ， 例 如 培 加 产量 及 果实 的 大 小 ， 使 果实 具有 更 生动 的 色 

泽 ; 在 冬季 时 期 内 其 久保 存 新 鲜 状 态 的 能 力 ， 提 高 果肉 内 糖分 的 含量 ， 

下 及 提高 蛙 权 的 耐寒 性 等 等 。 粮 而 语 之 ,在 果树 新 品种 的 至 成 工作 上 ， 

区 时 和 过 种 方法 及 其 使 用 的 群 粗 步 又 完全 被 研究 出 来 以 后 , 那 末 ， 我 们 将 

在 期 待 已 欠 的 控制 育种 程序 上 效 共 向 前 庆 进 一 大 步 ; 人 条 若 不 能 控制 育 

种 程序 , 则 我 们 工作 的 糙 果 将 大 部 依靠 各 种 外 界 因素 的 偶然 作用 ， 而 我 

个 完 作 不 能 减少 或 治 除 泛 些 因素 的 影 净 ;过 样 一 来 ,我 们 对 认命 运 偶然 

PRB MAY in BP AES AO AY ao BS BE TRE) 

蒙 导 法 是 极其 裤 贵 的 , 它 的 理论 上 和 训 座 上 的 意义 是 很 大 的 , 它 在 

青 种 工作 中 应 用 的 可 能 性 是 很 广 活 和 每 多 的 。 

从 米 丘 林 利 用 蒙 导 法 的 各 个 例子 中 ,可 以 看 到 :这 种 方法 使 幼 论 订 

种 有 机 体 的 本 性 发 生 我 们 所 希望 的 炎 化 就 是 说 ,使 我 们 能 够 控制 类 型 

形成 和 遇 程 , 租 航 地 建造 、 或 简直 是 修饰 各 创 造 的 品种 的 有 机 幅 。 

由 此 可 见 ,对 各 个 个 别 性 状 和 特性 的 发 育 过 程 加 以 影 潮 ,是 可 能 的 。 

正 像 卡 昔 什 数 授 所 指出 的 ,在 水 从 充足 和 高 度 肥沃 的 环 捞 中 , 长 期 

培育 棉花 杂种 ,会 保证 棉花 崔 蕉 的 长 度 增加 。 埃 及 稳 花 的 杂种 在 过 样 的 

BOGE BME ES) 48 一 50 毫米 ,就 是 悦 , 在 利用 普通 的 埃及 棉花 类 

PER TEBE. HEME WO REN RE 

ah HER UE ALR, 

桥 温 的 影响 可 以 从 埃及 的 和 树 状 的 棉花 至 成 极 早 落 的 类 型 。 用 生 

样 的 方法 创造 了 能 在 第 一 节 中 着 生 第 一 果枝 的 新 类 型 。 

“在 控制 是 性 的 问题 方面 ,也 积 轩 了 大 量 的 实验 材料 。 

BESSA, 1 AB, ORRIN, 1948 年 版 ,第 31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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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丘 林 指出 ,用 选择 有 性 杂交 对 本 硼 的 方法 可 以 控制 旺 性 = 他 所 
现 的 是 性 规律 ,在 吝 种 工作 中 具有 极其 重大 的 意义 : 

米 丘 林 把 具有 高 度 果实 品 3 古 的 豚 寒 的 西欧 和 南方 果 煤 品种 ) 

搞 具 有 高 度 抵抗 力 但 果实 品质 较 差 的 当地 品种 实行 杂交 宁 在 很 多 情 
5 fl HEGEL ERR AA I HI 
Pi Se ABR AG Ja IU RH SE ELE MS GE FP BS 
CR RTE EASELS Se 

Ar iy LE Ty ALLE, RMB ES. 2 
但 是 ， SA 9 AVA BE AE HEMI 

的 具有 高 度 果 实 品 质 的 宝贵 品种 ， 

ARNT SERRE 
的 方法 。 他 把 北部 满洲 的 野生 关 型 探 用 篇 醒 塞 的 具有 抵抗 力 的 条 本 ;把 ， 

过 种 野生 关 型 与 西欧 的 栽培 类 型 进行 有 性 杂交 。 尘 蕉 米 丘 林 青 种 工作 
的 地 区 来 说 ,过 两 个 林 本 钴 型 都 是 外 来 的 类 型 ;从 这 次 杂交 所 获得 的 厅 ， 
种 , 关 生 了 大 型 的 美味 的 .具有 冬季 和 后 熟 能 力 的 果实 ;小 且 能 够 耐寒 5 

天 从 过 一 点 ， 米 丘 林 指 出 : 原 产 地 和 环 增 条 件 都 非常 不 同 的 条 本 

Ly aE A “AS i RE ATH Ta WBE PF ER, : 
米 丘 林 写 道 : “SRC SRR 5 GAME AZ AN IT SI BI EL 

FAR WIRES PEE» BE UE A RE PT ALT JE AE 5B 
KEANE, WISE sinidelababeiananeininiceinitiinientien 
fii) ETM SARE LIE BBE GE 

LEAEPRALBEENY HEL Sy RRUNOTIE RENE ART PRIZE DAA pS 
的 有 性 杂种 的 显 性 之 完全 可 能 性 。 

在 秋季 播种 时 ,大 多 数 的 杂种 都 表现 得 像 它们 的 冬 性 先 本 ; 然而 在 
"ORE: , 米 丘 林 侍 集 , 第 1 48, MORON AES HNL, 1948 年 版 ,第 502 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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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T By A BW AE EAS RE (PR AERA, FERAL Be 

TERETE Py tte Fr Te BA WE MAR Ab ea MEE BG Fe LG T- 

TF, sR ES) ATES ERR RR REM 

非常 稳定 而 且 是 形 妨 学 的 ,以 致 特别 容易 看 出 来 。 美 特 越 捷 娃 研究 了 3 

个 种 间 有 性 杂交 粗 合 的 小 奏 的 具 区 性 ;在 和 过 些 组 合 中 ,用 作 父 本 品种 的 

FLAS 7p 2 (Triticum turgidum compositum)， 用 作 母 本 的 都 是 有 世 

的 : 梅 良 详 普 斯 69、 二 粒 小 麦 (Dicoccum rufum)7 和 野生 小 春 (Dicocco-~ 

ides pseudoiordanicum) 。 

Fie FE DAE FA AL CE es PREG 

FEE TE Tad REY PY HEE 

FATE TEAST os BN 9 FEE BS RE EE it A I EB 

SARL te 2 RR cen EY OL PB 
合 土壤 中 , Ue DUD BE. 

第 二 类 杂种 是 在 4 月 播种 在 温床 中 ,使 它们 生长 到 成 训 。 不 痊 在 营 
养 面 积 ` 士 壤 、 施 肥 和 灌流 方面 ,都 供 葵 以 最 优良 的 条 件 。 

在 不 良 的 、 低 劣 的 农业 技术 人 条件 下 ， 所 有 过 3 RRL a 
种 ,在 第 一 代 中 都 是 有 芭 的 。 在 过 喜 , 具 芒 性 呈 显 性 。 

在 最 通 宣 的 条件 下 栽培 的 第 二 钴 厅 种 ， 在 第 一 代 中 都 发 生 普通 的 
现象 一 无 上 性 旺旺 性 。 

由 此 可 见 , 墙 育 人 条件 改变 了 具 世 性 过 一 性 状 的 显 性 特征 。 
也 全 经 研究 了 搞 在 第 一 代 中 完 公 相同 的 条 件 下 栽培 的 第 二 代 杂 种 

iy. 
1， 东 项 研究 表明 :有 具 世 性 攻 一 性 状 在 第 一 代 中 呈 显 性 或 保持 隐 性 ,是 
决定 攻 它 们 的 栽培 休 件 有 利 熏 否 ,同时 ,过 种 影响 在 下 一 代 中 允 到 同样 
的 人 条件 时 仍然 保存 着 , kB 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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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然 连 秤 文 已 经 知道 了 定向 改造 千 植 牺 本 性 的 可 能 性 ;和 是 直 些 间 
题 的 理论 研究 ,是 由 创造 性 的 匣 蕉 paiaucaogp 
下 复 行 的 研究 工作 来 完成 的 。 

地 森 科 院士 研究 出 了 改造 植物 本 性 的 方法 3 李 淋 科 际 二 要 据 他 网 
研究 出 的 植物 有 机 体 发 至 阶段 性 学 避 以 及 促成 定向 改造 植物 未 性 的 条 
件 的 研究 工作 ,在 把 冬小麦 改造 成 春 小 奏 的 时 候 礁 定 了 下 列 一 黑 : 植 届 
有 机 体 及 其 本 性 ;在 春 化 阶段 的 未 期 \ 在 序 将 进入 葡 三 阶 让 的 时 候 是 最 
可 塑 的 。 只 有 在 这 个 时 期 内 粉 策 植物 有 机 体 以 舟 党 的 人 条件; 冰 能 够 最 嘎 
利 地 控制 植物 的 发 育 , 使 它 朝 着 我 们 所 希望 的 方向 进行 : 李 森 科 院 士 不 
但 关 明 了 在 个 体 发 译 中 影响 植物 的 最 适当 时 间 ; 而 且 也 非常 详 尺 地 指 
出 了 用 实 除 方法 解决 过 类 任务 时 应 党 应 用 的 各 种 最 好 的 光 定 因素 的 标 
准 。 改 造 植物 本 性 方法 的 研究 和 再 A MR RE at 
大 成 就。 

1935 年 ， 李 森 科 院 上 并 姑 从 事 共 把 冬 小 礁 女 合作 社员 改造 成 春 | 
奏 的 工作 。 过 一 品 稳 通 过 奉化 阶段 时 所 需要 的 人 条件; 党 时 已 孝 研 究 得 和 
详 惟 ,这 种 需要 沁 定 了 工作 的 方向 。 
8 LR FARR oa dee 

造 植物 的 本 性 。 用 过 种 方法 仅仅 是 创造 某 一 品种 植株 优 了 个 体 发 在 所 
需要 的 外 界 人 条件 而 已 。 在 过 种 情形 下 ,植物 对 大王 捞 条 件 的 需要 ， 站 未 
BEAL AL, = | 

seul Ticats ean 
EVI RDN FE RSET HE Ai BS AT ROS SE SPE A BRE 9 3 

AE aA lid» SABLE ee HE PAS: ld de AE 
员 和 进行 春 化 作用 时 可 以 利用 0" 测 + 20° (gga IE 5 EL ARSE BES 

春 化 作用 的 进行 情况 和 通过 过 一 阶段 的 速度 ,是 非常 不 同 的 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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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DE ELLE 0° 到 +2° 的 温度 下 进行 春 化 作用 ) 需 要 40 天 ; 在 
416? BI-+ 20° 的 温度 下 需要 100—150 FE, ve Hh, 在 最 低 可 能 的 温度 
下 条 在 最 高 可 能 的 温度 下 完成 春 化 作用 ,不 但 在 速度 上 是 不 同 的 ;而且 
PEPE LEAT ACTA MEAT TR RNY AE HEINE), PSEA 

TELL as Le EACLE oe at arate or 
HENSMERNG, BL, pages 
春 化 作用 时 温 庆 条件 的 不 同 所 
引起 的 差 女 ， 将 以 一 定 的 方式 
被 后 来 的 一 切 亲 胞 所 传 HEE 
混 且 在 生物 学 上 表现 在 性 鼻 胞 
中 因而 也 表 现在 新 种 子 中 。 、 

李 森 科 院 士 关 攻 把 冬小麦 
“ 女 合作 社员 改造 成 春 性 类 型 的 
工作 ;顺利 地 完成 了 。 春 性 女 合 
作 社 员 已 经 被 创造 出 来 ，1936 
年 ， 施 曼 斯 基 在 李 森 科 院 士 的 
指 半 下 对 同一 些 品种 重复 进行 
了 芝 些 工作 ， 也 省 得 了 预定 的 
sR 

AM: BabA hes era ALAA 
4 本 性 。 第 三 代 ( 左 方 一 盆 ) 和 对 WEE IE AAAS A Bat BY i 

a. ky (RDS RIS 
a +15° 3 + 20° 的 温度 下 ,就 是 说 ,栽培 在 完成 春 化 阶段 所 必需 的 

而 被 植物 未 性 所 限制 的 那 种 需要 的 界限 上 。 过 次 播种 是 在 1936 年 8 月 

BE: 茶 植 物 学 中 的 生长 点 ,在 人 苏联 植物 学 中 叫做 生长 锥 ， 生 长 点 一 说 仅 限 从 指 下 千 

Ap ARMs, rf 3S a Hy ik aE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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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13 日 进行 的 。 植 株 在 1937 年 工 月 31 日 抽穗 ,就 是 如 ) 在 播种 和 后 的 第 191 天 
抽穗 。3 月 2 日 进行 收割 和 月 13 日 ， 过 些 种 子 被 播种 在 国 间 休 件 下 。 
ES wae ET Sen BE 4 月 下 全 月 的 
FUSING ALE +9° 到 +11.2° 之 问答 动 着 。 

CEL HOHRNAIN (CLE TREE HOLTER PES NTT, SHI 
HERA TE UHL REA 6 月 28 日 抽穗。 
8 月 3 日 ,又 在 温室 中 播种 了 供 试 植株 第 二 代 的 过 个 唯一 家 系 的 种 子 。 
栽培 时 的 温度 保持 +15。 到 十 25。。 同 时 也 栽培 对 照 的 植株 中 然 加 以 
很 好 的 管理 ,但 是 植株 修 带 得 很 微弱 。 从 9 月 11 日 起 开始 抽穗 直到 9 月 
25 日 俘 止 ;很 大 部 牙 的 植株 都 在 播种 后 的 39 一 40 天 抽穗 ,就 是 设 , 汪 些 
HERE IER BE 

PL Ce ee ee ee ie 
Set (AS | ARI SA He) “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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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 AR ECHR F-, FFL DU ES Tal ey PET SEES Fe 
RAR DE TM ORIPR, SES IAS Ie HOR, MOU REA 
PRE (SE PRU A. 

AIA PURER Ss = MORES, Fide 3 月 20 日 、3 月 25 晶 
和 4 月 3 日 播种 在 田间 。 过 些 植株 牙 别 在 6 月 工 日 、3 日 和 4 日 抽穗 ; 
对 照 植 株 则 没有 抽 和 粮 。 

EVER EH, BAT RS AR UNE TT IRA EEE 
春 性 作物 以 及 把 春 性 作物 改造 成 冬 性 作物 的 工作 。 

«DHEA RARE RORY cE MBH, WET TAR 

Ht 22 BEE BEARD FE Hy RTE, FSET Be, PETE HE FF 
Pe, PEREAT TEE BY LEE PS PER DOE LY HERS. ITFE DANTE 
FART SME PE A: 岛 克 兰 卡 、 莫 斯 科 2411 和 留 捷 斯 先 斯 329。 

用 来 作 实 验 的 材料 ,都 经 过 认 美 检查 ,过 些 材料 是 : 
() 品 种 的 超 狼 原 种 或 原 种 ; 
(2) p58 lg sth pe BE ? 
(3) ste E] — BOL TT ES 4 LNG HR 
2h FESS BG By, SEP ACT ZOE 

Hii ER SL AR AML EE, SORE SC TAT RSPEI LA PE EO ER BR 
A AE Se” 

SUP MEIER GALL, CRI BA BRR ob i aE 
24]1 品种 的 工作 。 和 过 次 实验 是 利用 品种 的 原 种 以 及 从 原 逢 播 征 中 收集 
的 秦 穗 。 | | 

“fe A BE BL HG BE AOA TA BE, Ie LZ} BBE, 19424" 3 月 26 日 ， 
我 们 拿 出 第 1—3 号 的 麦 穗 ,从 每 个 小 包 中 计算 出 一 中 的 种 子 , ae 
照 不 同 的 穗 共 别 让 过 些 种 子 发 芽 , 第 一 中 的 种 子 仍然 放 在 小 包 中 ,在 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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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LE HOHRIE BR AEST AL ABE, WET Min 100O—110 粒 原 

i, BEE ESET 24 小 时 和 后 ,，3 月 27 日 , PEER, Ree 

们 修 别 放 在 小 麻袋 中 ,…… 放 在 冰 上 让 它们 进行 春 化 作用 :3 月 27 日 

把 上 述 的 手 态 重复 作 一 次 :我 们 使 第 ,46 号 的 奏 穗 的 一 千 种 子 发 芽 ， 

settee 同时 也 使 100 一 110 fir MBH, 3-H 28 日 ,这些 种 子 都 被 放 在 冰 

上 。 每 天 就 过 样 处 理 , 一 直到 5 月 12 日。 在 5 月 13 目 一 天 内 ;或 们 把 放 

在 冰 上 的 全 部 种 子 都 播种 在 田间 。 在 一 个 小 区 上 ;播种 了 和 从 冰 上 到来 的 “ 

雁 穗 第 一 全 种 子 ， 在 另 一 个 平行 的 小 区 上 ， 播 种 了 长 期 保存 在 实验 室 

中 、 而 直 型 播种 前 24 小 时 才 发 芽 的 那 第 二 个 种 子 。 在 第 三 个 小 芭 土 , 则 

播种 了 原 征 。…… 过 梯 一 来 ,在 小 区 土 有 47 种 不 同 的 春 化 不 理 程度 的 

种 子 : 第 一 种 不 同 不 理 是 进行 47 天 春 化 处 理 的 种 子 , 最 后 一 种 不 同 碟 

理 是 进行 2 天 春 化 处 理 的 种 子 , 此 外 ,还 有 一 种 完全 没有 进行 春 化 大 下 

到 了 和 营 养 期 末期 ,在 过 些 播种 地 上 有 14 秆 不 同 不 理 的 植株 抽 了 和 贸 ， 

Bioe we, AA METT Ha 34 一 全 天 播种 前 春 化 处 理 的 植株 示 抽 穗 。 

1943 年 春季 , 从 一 切 不 同 处 理 而 质 了 穗 的 植株 上 收获 的 征 子 ,都 以 

乾燥 的 状态 按照 不 同 处 理 分 天 播种 在 田 癌 的 小 区 上 。 

把 冬 性 品种 洁 成 春 性 品种 的 过 种 方法 ,是 有 效 的 ; 因 篇 正 像 李 森 科 
院士 所 指出 的 , 巍 当 用 相对 的 高 盟 来 影 澳 已 经 发 着 的 种 子 , 或 影 澳 在 阶 

Be Sy hin tere, 同上 时， 实施 汪 镍 影响 的 时 间 ， 应 当 不 是 在 春 化 阶段 的 

初期 ,也 不 是 在 春 化 作用 的 整个 和 遇 程 中 ， 而 仅仅 是 在 春 化 阶段 的 未 期 ，， 
在 春 化 阶段 即将 完成 的 时 候 。 WET i Se | 
播 征 在 田间 时 ,就 区 得 了 过 样 的 环境 。 

AB. 

pipe 

ne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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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经 被 改 绝 的 〈 春 性 的 ) 莫斯科 2411 bok BN A 
代 的 植株 的 略 性 ( 引 让 斯 托 列 托 夫 的 帮 中 的 一 段 ) 

| (= wR my | seem RsI RENEE 
| ati | 春 性 的 cull | preety | 冬 性 的 春 性 的 2411 ine 

2411 第 第 先 斯 62 2411 第 | 第 第 bp 

《对 照 ) 代 i | AD aw) | 代 | 代 Saline 

™ 8 #218 7.4208|7 月 18 目 |17 月 12 日 |6 f27H] 120 | 88 | 86 | 80 | 6 

-—— |7 9239/7 月 18 日 7 月 14 日 7 月 1 日 二 

9 月 28 日 17 月 28 日 17 月 23 日 |7 月 16 昌 7 月 3 日 | 154 | 92 

应 用 李 森 科 院 士 的 方法 来 改 结 品种 本 性 时 , 在 很 多 情形 下 ,已 经 改 

Sy SAT i 

PERG ALIA MICA PR BRERA AE 

PRD, BELT A ei BB EY TE HE PRIS FA ee PIPE HE 

FALMER MMBA, BSA A BS ONE 

能 , 过 一 点 是 特别 有 价值 的 。 

和 鲁 基 亚 年 科 注 意 到 从 抗 狼 病 能 力 很 朋 的 品 逢 状 得 能 抗 锈病 的 品种 

是 育种 工作 中 的 一 件 新 事实 , 他 趟 苦 指 出 :他 在 通过 最 初 厅 个 发 译 阶段 

时 所 巍 用 的 外 界 人 条件 , 对 套 抗 锈病 性 过 一 性 状 的 形成 。 也 具有 重要 的 意 

2. 

.各 基 王 年 科 和 从 春小麦 品种 伏 肉 希 洛 夫 育成 的 各 个 优良 类 型 ， 是 很 

BEY, ERI) A ER H—13 超出 18 一 54%， 所 产生 的 融 
料 的 匈 当 重 景 在 当时 是 比较 大 的 。 

用 不 是 某 一 类 型 所 加 惯 的 条 件 来 加 以 影响 ， 以 及 用 会 动 欣 植物 有 

PERSIE PERG HL fh BY eK im DE, HOT HE RE ATE UTR, 

RAL BITE ERE FED AEE AE DER, Fl ORICA bY 



76 BA fi) 7 0 5 AS PSH | 
OOOO I I DP 

AAR RELA MEDS ROGERS. NWSE LEEK IE (© RET 
RY, HIRE OL sb i Ee BL ik OBE: 10 和 梅 良 诺 普 斯 69。 
(8h, RAR TASTE, FTG tem) 
ZA Wy FS ERE AE_L PL ES wg (OL «PETE Ab ESAS = RSE TEE 

UL T LAIR, BARS T A CE Re AE 
TERRE WRT a: TERETE Bae 

4 EI, A AL DS SH A AEH BIT SEIT A 
EET EDT AI » Be ASHE AT A AS — 

Ae (PASE aa By SE PADS ESC OS ARAN ET SCE TREE 
Bid TATE DRS IE WY SCPE FE Se PS RR He | 

NO SePEMIEIA” 58 BE BSE Ee” — a, PRES 
ACS 5 SEB yA ESE DY PUI A EE, 
PSD DAWA IE 2 A — SEE EAE EBT A ， 
TERS Ts VA BABE THEE HSU 9 AAS EE BS HD | 
性 质 。 

过 称 有 性 杂种 的 不 育 性 的 级 和 或 消除 ， 保 证 了 过 入 杂 交 的 利用 成 ， 
篇 可 能 ,就 是 说 ,过 是 速 炮 杂交 中 的 一 个 重要 问题 。 已 经 朵 明 ,用 巧妙 玩 ， 
择 的 培育 条件 ,在 这 庄 也 能 饮 得 到 肯定 的 苦果 。 

米 丘 林 也 攻 助 共 上 迄 的 莹 让 法 来 克服 亲征 的 不 青 性 。 他 在 稚 太 由 
己 在 过 方面 的 工作 上 时, 聚 出 了 下 面 一 个 具体 的 例子 : 全 汪汪 欧洲 稠 梨 
(Prunus Padus Maackii) x 欧洲 酸 樱 桃 (Prunus cerasus) 的 杂种 只 天 

0 (ELBE ICE SEBS (EAE ASL» A ES A 
RE CES AR Be ELA = A 
ie emcee 

HE: 米 丘 林 企 集 ,第 1 4S, MOH ESE HY BEL, 1948 年 版 ,第 515 一 516 B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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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过 个 例子 中 , FASE ELE » BD FA cic aek All Dm ih re By Ta » ehh SHE 

第 一 代 的 不 育 性 。 

| 青 种 家 札 哈 尔 哲 夫 斯 基 提出 ,他 便 经 用 培育 法 克服 了 硬 粒 小 故 
(Triticum durum) x $j 2 4t£/)28 (Triticum Timopheevi) 的 种 间 杂 种 

的 不 育 性 。 

“人 他 用 汉 富 的 营养 、 增 加 营 状 期 50-_60 天 AE AGIEL FARES DHE 
温室 坟 培 和 田 冰 栽培 的 交 蔡 探 用 、 把 抽穗 期 和 天 花期 推移 到 上 比较 有 利 

的 上 时间 等 等 方法 ,多 得 了 具有 能 育 性 的 杂种 第 一 代 和 以 知 各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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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7g 

第 一 节 MARAE 

从 得 传 性 不 同 的 条 本 产生 的 任何 有 机 体 , 都 内 做 杂种 。 
由 认 交 配 而 获得 的 克 种 有 手 体 ,除了 具有 亲本 的 性 状 和 特性 以 外 ， 

漫 具有 自己 的 特点 ; 过 是 欢 过 条 本 性 盘 胞 传 甫 下 来 的 那些 得 传 可 能 性 
ZARA BE MMR. 

5 FHL es Ws ME SWAT HR HE SE PETS» PEC RR BE 
LEA AERA RAIL, RABI RAY 
不 良 特性 ; 过 种 可 能 性 使 厅 交 方法 成 篇 解决 人 工 定向 青 成 新 种 的 任务 ， 
时 的 一 种 极 重要 的 方法 。 

决 不 可 以 把 杂交 上 解 优先 本 性 状 在 杂种 中 的 简单 相 加 》 因 篇 床 种 ， 

有 机 体 的 性 状 和 特性 是 在 其 个 体 发 育 肖 程 中 发 展 起 来 的 ， 杂 种 中 各 种 
可 能 性 发 展 的 糙 果 ,在 很 大 程度 上 淆 定 扒 发 译 休 件 。 

厅 交 是 至 种 工作 中 一 种 很 有 效 的 方法 。 它 包括 培 青 选择 , 它 促成 
按照 人 类 的 意志 创造 新 品种 ,创造 划 新 的 农作物 类 型 .过 种 育种 工作 方 ， 

法 ,已 经 被 用 杂交 方法 顺利 至 成 动 植 物品 种 的 无 数 事实 很 好 地 礁 训 了 。 
加 红 杂 种 有 机 体 发 育 的 很 多 特点 ,是 极其 重要 的 。 
由 大林 本 配子 糙 合 的 烙 果 而 形成 的 合子 ， 含 有 从 公有 条 获得 的 各 种 

各 样 遗 传 可 能 性 。 ie 4 
ADs EAE LH — {SNL = SE 2 SL TE IS 5 | Be 

fae de RLY HE EH A REE (Pe EE, I 
BSL: FEA OT HEE Wh HAE BE Ty RT as Ed De 
FEMALE, AFP AEM A A EL CRETE HO PEO 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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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Thi PEAR AAP UE) AS BEY RO 9 BEBE» FUT EEA UA WES 
AAT) ABLE HERE, CER eB A LAER Wy ee BR BE 
Ht Ap fll ea WABI Hg OF TT BE EH 5 SI 
ete 

显 性 具有 二 定 的 生物 学 规律 性 , 它 对 大 青 种 工作 的 意义 是 很 大 的 。 
发 音 可 能 性 的 实现 次 定 庆 外 界 休 件 ， 光 定 蕉 厅 种 植物 有 机 体 在 自 

忆 发 育 中 所 利用 的 那些 外 界 休 件 ,人 铅 乏 这些 人 条件, 灰 种 植物 有 机 体 便 不 
能 够 完成 自己 从 种 子 到 种 子 的 发 育 遇 期 。 

杂种 有 和 机体 的 遗传 可 能 性 ， 由 大 父 本 有 机 体 和 母 本 有 机 体 方 面 各 

种 不 同 可 能 性 的 结合 而 丰富 起 来 了 。 
在 外 界 休 件 的 一 定 糙 合 下 ,在 杂种 的 各 种 遗传 可 能 性 中 ,不 但 在 染 

稳 程 度 上 改 奉 了 的 母 本 遗传 性 或 父 本 址 传 性 能 锣 实 现 ， 而 且 烙 合 的 遗 
传 可 能 性 也 能 够 实现 ， 和 后 一 秆 情况 是 次 定 礁 现 有 的 条 件 对 认 何 种 遗传 
可 能 性 最 篇 有 利 。 但 是 此 后, 由 共 已 经 实现 了 一 个 发 至 时 期 的 烙 果 ，, 正 
在 发 育 中 的 、 在 性 质 上 新 的 有 机 体 ， 立 剂 师 外 界 环境 发 生 新 的 相互 作 
用 , 它 在 自己 个 体 发 育 的 过 一 时 期 内 已 经 需要 另外 的 条件 了 , 它 从 新 导 
择 和 实现 最 适 刚 套现 有 人 条件 的 遗传 可 能 性 。 

杂种 有 机 体 的 遗传 基础 就 是 过 样 发 育 的 。 运 一 过 程 十 分 清楚 地 过 
明 : 观 本 的 可 能 性 不 但 能 航 遗 传 ,而 且 在 遗传 时 也 必然 在 发 展 关 。 

”因此 , 幼 齿 杂种 有 机 体 遗 传 基础 的 发 育 过 程 ,是 可 以 在 一 定 和 范围 内 
受到 控制 的 。 显 性 过 程 是 可 以 控制 的 此 外 ,十 下 清楚 的 ,杂种 在 培育 时 
具有 很 大 的 可 塑性 ， 因 篇 它 在 遗传 方面 同时 又 是 丰富 的 又 是 比较 不 稳 
和 定 的 有 机 体 。 

在 进行 每 一 征 作 物 的 青 厅 工作 时 ， 必 须知 道 裔 作物 所 特有 的 传粉 
太 式 。 知 道 了 传粉 力 式 ,我 们 才能 正 获 地 建立 工作 , 奥 定 和 和 运用 一 定 的 



80 !' Bite PESRETSRS 

FEA. A DBAS BES eT hee 

的 传粉 方式 。 

必须 厨 定 雨 种 互相 双 立 的 传粉 方式 在 工作 地 区 人 条件 下 实现 的 

度 。 

大 家 知道 ， 自 花 传粉 植物 是 经常 或 有 时 在 某 稳 程度 上 进行 蜂 花 
iy TRE hee ER BRE LET AE. 

Este fA RE ts ET — RAI 
J SBR, WET ERE. 

振作 物 接 FA 5 TE 物 ， 
BHAT LAA. . 

Te eT ee Te 
AA RE LES HAA, | 
Ue) eR ee 

ET RHE SB AEA , iE se ETT ES. 

SORE, SEEPRAMHRELARSE ROMA 
fel » RE, SES Pe HE AE TA A TY, PE A 
惩 现 俏 比较 在 其 他 地 区 中 更 容易 观 宗 到 。 对 自己 卫 作 寺 条 的 开花 生物 
学 淮 行 标 逆 心 览 察 的 那些 诗 逢 学 家 们 ， 正 在 积 果 和 人 发 卖 有 关于 迹 观 侍 
的 基本 查 科 。 

各 征 植 物 传粉 方式 的 区 别 ， 不 不 夫人 
siapttsietildtbsimbalinaitiiienibiincn 

莹 我 们 来 研究 下 面 的 一 个 例子 。 ES | 
SPO EBEM i —-Bea eee es. sk eee saree 

有 80 一 100 4G BRA = BED SEIS ARLE ISD OR 
的 花粉 粒 。 BIT PATER Re PA AER,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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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花粉 就 足以 使 穗 子 的 一 切 柱 头 都 受 粉 了 。 
下， 但 是 如 果 我 们 在 过 个 时 期 内 稻 了 实验 的 目的 ， 在 穗 上 套 上 一 个 隔 
ERS, 因而 使 其 他 植株 不 可 能 穿 太 到 花 上 ; 那 末 ,大 多 数 的 花 对 将 是 不 

理 的 。 在 过 种 情形 下 ,也 常常 发 生 一 印花 巡 的 完全 不 至 性 ( 序 自 花 不 青 
PE RAEI). 
PL) CEPABEPE FOSRECACE TE ROE Ee, BES RCE EY 
AY, bse FERC _E GSES) i Be ES) HEA EGE 

HERE, 在 很 多 婴 花 传粉 作物 方面 ;也 枫 窜 到 类 似 的 事实 这些 事实 
都 需要 加 以 解释 。 

了 沁 寻 页 文 在 研究 植物 界 传粉 问题 时 ,发 现 了 一 些 非 常 重要 的 规律 。 
建 泵 女 把 自己 多 年 实验 的 和 梦 车、 文献 材 料 和 实践 材料 , 姑 秽 在 机 花 

乱 粉 和 自 花 传粉 在 植物 界 中 的 作用 这 一 著作 中 。 巡 泵 文 在 过 一 著作 中 
指出) 朋 花 传粉 植物 有 了 有 蛙 也 实行 要 花 传 粉 y“ 自 然 界 展 恶 承 恒 的 自体 受 

精 )”( 星 ) 要 花 传粉 乃 是 一 般 的 自然 律 。 
中 下- 头 多 数 植 物 的 花 都 有 一 定 的 构造 ， 所 以 不 得 不 用 其 他 植株 的 花 类 
来 传粉 。 下 列表 种 情 况 保 证 了 委 花 传粉 的 实现 :雌雄 暴 株 ;同一 花 台 的 
FBLA RO; HERA ABS AES OE 
AM ORE; LAR RES MME MEME 
PRE RTE A RED ABR 
HEB RR: 等 等 。 
er er cr TE Ce net te 

Ree WORE: yest RsSAEADAS BARBEHE 

HORRET AGH BE, 3S SHEN He CeBIT EE BURR 

_ RE: Mx: SEZEMES Aa B TE ERLE EMULE, RAS AS HH Mat, 19395 

RAK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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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E SC FAL SBE 5 YR SAE ORE F-AE RR ERE 
ROT HMO KET) SANE 
AMEREE. 

STE CSG: “EES AC ER OY eR 
ET > UAT A PS EES SEC EE YH 
LAY 5 FETE PN » A BL Hh TS eg HE EY,” E—) 

7b UB MLL AEE Rs, DEAD AT DUE 
所 形成 的 果实 的 数量 以 及 从 每 一 果实 的 平均 重量 看 出 来 

试验 表明 :同一 植株 届 花 传粉 花 采 的 和 后代 ,没有 上 比 壕 自 花 传 粉 花 采 
的 后 代 优 越 , 因 篱 在 演 两 种 情形 下 ， 都 是 很 近 烁 的 .未 开化 的 性 彰 胞 之 
$F» SRE NG PEI HEE BE HF Ee OE 

MEAT ARC WY PADRE RR 5 PERE _L BOE PER AE ER 
EMAL HE TEAL A AM BER 

AIL EL SRY Pe HL SiR = ESA DS LA PR BEB RR 
FARA HERE, EMME EBEAWAED. 二 

BA Ae DL CEE PI TAP Hs ae SA AE 
4 Ey Me SERB 7 SE EE : 

EA Ve BSP SB AH A A » se 7 — sera seme 
NA CASE AR, | 
MCB FTE ED Ny RIT PERSE RICE EON Zh 

化 ; SE» LT eI PS ec PC eS MORTAL 
的 过 一 事实 ,是 完全 符合 的 。”( 性 二 ) 

Ce 
HE: EMSC RIEU A) BE eh OE HB » REO BF RES HA BC, 1989 

年 俄 文 版 ,第 512 一 31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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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我 们 把 在 某 一 围 地 上 栽培 的 植株 ， 熏 另 一 园地 上 的 植株 进行 交 
配 ( 或 贸 思 请 文 所 襄 的 < 新 条 "进行 交配 ) 时 ,未 速 产生 比较 苗 壮 的 后 代 ， 
发 生 一 般 的 有 利 的 作用 。 

巡 祖 文 列 到 了 很 多 植物 种 的 个 富 材料 ， 断 定植 物 与 新 有 交配 和 后 不 
葵 在 高 度 ` 重 量 和 能 青 性 方面 ,都 产生 很 好 的 苦果 。 

Si Wy MANAGE Ir TR ER BE CALS eT EE, Sa 
2H SS hy PBL ACAT HRS BEST EE ET BERD, 

MER hy 5 EE FIFE PIC SE BY J SPAT BEAL. HR 9 ZR 
HENS ThA FA Ae EL ARR PIE BL SRT PR RHE HY 

流 有 性 的 牙 化 ;常常 会 引起 完全 的 不 至 性 。 但 是 从 另 -方面 来 襄 ， 
在 东 化 作用 通 黄 苦 烈 发 生 时 ， 也 可 能 发 生 不 青 性 ;比方 坑 , 在 速 闻 丰 交 
ay eT eee 
URINE AE OES A BUSCH EAL RNR, SEE 
事实 在 许多 方面 是 很 重要 的 。 

| Ba REAR 

19304, SPRL BEL A SCHL BAA Ce PY BE ORT 
PCE CU te GET CM Ce tet ieee ea ee 
RA ET BD EP RIE BIO) 
“a 
ee ese. Pe er pies tte 
yy EAL. 
ee Po te See Pa ae es 
SESATIG LL TMF NRG ACER FL IE RE BPS 
交配 问题 的 研究 ,是 过 评 广 主义 的 进一步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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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切 植物 (包括 自 花 传 粉 植物 ) 有 时 会 淮 行 遇 花 传 欠 ; BAC A 
淮 行 交配 而 交配 盒 境 加 徐 代 的 抵抗 力 和 生活 力 ; eH XB S38 0) 

Bene tt SW. 

李 森 科 院 士 在 各 青年 站 中 对 大 量 的 幼 答 品种、 ere 
QME MET SAW; 他 在 和 粮 烙 了 党 些 观 侍 ) 引 规定 也 缩减 或 完全 
消 裁 培 了 很 久 的 华 自 花 传粉 植物 品种 之 播种 面积 以 第 放出 精 论 襄 :3 
Le ELEN Ay a BE AES ALA, 

自 花 传粉 植物 品种 在 长 期 栽培 下 退化 ( 址 传 基础 货运 化 ) i 
是 以 下 列 方式 发 生 的 。 

自 花 传粉 植物 的 肉 奏 性 和 胞 ;是 在 同村 标 同一 花 杂 中 发 青 的 。 上 
面 已 经 指出 , 个体 发 至 所 和 经 压 的 必要 途径 站 不 是 全 性 丰 胞 毫 无 关 傈 的 ， 
它 是 反映 在 性 帮 胞 中 。 因 此 ,在 受精 时 互相 精 合 的 两 个 自 花 傅 粉 植物 性 
尊 胞 ,反映 出 很 相近 的 、 比 较 要 花 传粉 植物 更 同 -- 的 发 育 泛 径 :要 知道 ， 
轩 花 伟 粉 植物 在 受精 时 互相 糙 合 的 性 翘 胞 ?是 在 不 同 的 植株 上 玫 育 的 ， 

ie DLE SEF NY AGA PRR. TIL ARTY BF 
途径 。 Ce oie | 
PE 5 FAY FFE a SRE AE FS HEA » Pa RET RY 

Wii PARLE AR LS TAS RE AE LAER, “ES, 
因此 , Jaa BER FA Hr ca IRE TEE Wr eR I ie eT 

8 a EM RP EH By BL | 
AEE HES LAS LE EO REY TD EMR, 李 森 

BY Be BGs: “SEE TE MEY) » (EL EL ESS — I Ee a 
也 可 能 不 在 这 一 只。 在 基期 自 花 传 粉 下 , tn BERS Ay ME OT BEST, FE AK 
的 生活 力 逐 讲 降 低 和 襄 退 。 在 过 种 情形 - Esc 

iin Ef,” CE) CA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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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样 看 来 如果 保 葵 自 花 传粉 植物 以 届 花 传粉 的 可 能 性 ; 那 末 ， 它 
俩 的 让 传 基础 就 个 富 起 来 。 
是。 两 个 有 机 苯 在 媳 多 代 中 所 经 压 的 不 同 的 个 体 发 育 途 径 ， 牙 别 积累 
在 自己 的 性 和 胞 中 ,这 两 个 有 机体 的 适应 可 能 性 在 杂交 时 就 千 合 起 来 。 
紫外 ; 李 森 科 院 士 给 苦 指 出 其 特殊 重要 性 的 血 葬 更 新 ,也 将 实现 。 

从 广泛 的 实际 生产 和 试验 工作 中 ;可 以 看 出 ;不同 作物 由 亦 自 花 传 
狠 而 发 生 的 吉 英 程度 ,是 不 同 的 。 才 一 点 使 我 们 能 人 锣 设 想 : 正 确实 行 的 
自 花 传粉 植物 品种 内 交配 ,将 在 比较 长 的 时 间 内 发 生 作 用 ， 至於 作 用 的 
炙 芹 和 有 效 的 程度 ; 则 不 但 在 不 同 作物 之 间 , 而 且 在 同一 作物 不 同 品种 
之 间 j 都 可 能 是 不 同 的 。 

详 基 止 述 一 点 ;我 们 应 当 研 究 一 个 问题 : 优 什 么 自 花 传粉 作物 需要 
探 用 人 工 辅 助 的 措施 来 加 末 其 生物 学 抵抗 力 ， 而 野生 自 花 传粉 植物 却 
表现 卓越 的 生活 力 , 茹 效 保 持 自己 在 自然 界 中 的 地 位 呢 ? 

不 论 在 野生 的 和 栽培 的 自 花 传粉 植物 方面 ， 都 有 一 定 百 共 这 的 村 
PEE LEDER TE, TE TE AE, 由 大抵 搞 
DAWEH BAR, PE MRED AB EERE ARR. PERDUE} 
PUT RAGE) LEE UE A SB T 
EH WUNAAM. EM area be A 

RY, ARAB RE Ht ey ASE A A EE, TT RS SAREE TE 
用 。 此 四, ARR AUC Rey 5 一 10 移 AHR, WESTIE 
子 , 在 过 台数 目 很 少 。 汪 一 点 完全 足以 解释 ,篇 什 么 自 花 传粉 作物 的 自 
然 枝 花 受精 不 能 够 使 品种 更 新 .必须 应 用 特殊 的 步 骏 来 使 种 子 更 新 。 

HEAXERMUBRE, HRALEHHANEBRARAL 
传粉 植物 品种 ,是 完全 可 能 的 。 
(上 页 玉 行 ) 尾 ;地 森 科 :农业 生物 学 ,1949 年 第 5 版 ,第 25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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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我 们 昼 自 花 传粉 植物 品种 在 长 期 芒 培 下 发 生 退 化 上 时) 不 应 该 把 
退化 过 程 理解 售 迅 速 进 行 的 允 程 。 

各 征 主 要 的 IEA US ALR, TO 

PRES HARARE. 

SE TEA UIE EER» ST ETH NOT MBE, HTAEA E 
Bey FEBS » TDA BS SIO Be ELA HY TEL: AIRE) i SEA A” 
Ry) ERED, TERRE ASF» SS SE EE es ee 

FBS ie BEER RE EAMETS AED . 
NER IE APY ELAS Se A EE He 

SE dep BTS We SSE Hy We Ey ES DEAE a UR 
fll: RE FH fy DARREL ESD» He EPS Ze Et BY A ES 
FRAILELAE ARAB ty — 26 EL fh EI AEE HT 

Zoi A A Be Ao Ri : 
; 

4 

3 

入。 

我 们 将 引 葵 多 泵 顾 审 的 材料 Je SE ARP SEBS, 

下 表 )。 

erect | 品种 内 交 BC Ata 

种 名 mm | 试验 种 子 的 种 类 “| eS BREW ay 

i st wi £ 品种 试验 的 种 33.4 一 一 一 
Fy ot BM fin He POSS AC BT 34.9 1.5 4.5 
SFT 237 | PTA 39.7 re ns 
郭 斯 季 亚 奴 姆 237 | 品种 内 交配 的 种 子 .| 417.8 2.1 6.38 
克 里 ® 卡 | 普通 生殖 的 种 子 36.6 Hien a 
克 里 姆 -R | 品种 内 交配 的 种 38.7 2:1 i SBS 
Wee A 2 号 | 普通 繁殖 的 种 子 42.4 一 一 一 一 
KBB 2 RM) 品种 内 交配 的 种 子 43.1 0.7 1.7 
KE eS 3 | PHS 40.4 一 一 一 一 
KG ee FH 3 号 | 品种 内 交配 的 种 子 42.2 1.8 4.5 
Hk 48 We SS 12 号 | 品种 试验 的 种 子 42.9 sree a 
tk G4 EH 12 号 品种 内 交配 的 种 子 43.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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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研究 了 基 蕉 品 年 内 交配 效果 的 丰富 材料 以 后, 我 们 认 乱 :各 个 个 
别 品 种 对 帮 过 种 方法 的 反应 是 不 一 样 的 。 | 
_ EGR L MAR AAR, Lobe cosh LT 
HunTeRIe 

| 。 根据 全 苏 李 霖 科 育 征 遗 传 研究 所 的 材料 ， 和 从 品 逢 内 交配 秆 子 生长 
出 来 的 冬 小 奏 植 株 ,在 人 工 受 疗 时 , 才 现 了 高 度 的 而 塞 性 。 哈 里 科 夫 青 
允 站 发 现 春 小 帮 品 年 在 品种 内 交配 生 的 高 度 发 芽 率 。 哈 里 科 夫 青 种 站 
工业 技术 货 脸 室 礁 定 ,播种 更 新 的 逢 子 所 收 冬小麦 细 粒 , PEE 
面 ,已 经 比较 普通 的 种 子 获 得 若干 改良 了 。 

全 花 青 种 遗传 研究 所 工业 技术 实验 室 ， 根 据 对 若干 冬小麦 品种 的 
PEL, MEE BL A ER EE, MHRA 
ZEA BEE TS BASH EL. 

SPs Ae HF TS : 

种 

留 捷 斯 先 斯 329 | 品种 内 交 怀 
aes 329 

斯 科 2470 | 

斯 科 2470 | 对 

拉 布 2 #8 

| 对 

am loonlens aie 二 粉 中 | 十 包 及 wen) 、 
| 单位 | ROBLAY 

‘$+ BA 重量 明度 
AF |( 单 位 
克 ) | 克 ) | (多 ) 
73.2 | 28.3 
75.9 | 27.6 
es 

品种 内 交配 | 69.7 

照 | 72.9 

拉 布 里 | 品种 内 交配 | 69.4 
照 | 79.4 

品种 内 交配 | 72.4 | 
照 |179.2 

s | 品种 内 交配 
0 

41.0 

34.1 

30.6 

31.6 

| 46.1 
44.4 

74.6 | 33.4 

76.9 | 30.8 

aces em “人 间 
ae Pe Pg aac 

持 合 量 位 立 浪 线 定 和 

(%) | (%) 厘米 ) | 琢 ) 
30.1 | 605 

14.6 | 518 

561 

412 

36.6 

21.9 

596 

448 

34.6 

22.8 

43.6 | 500 

22.9 | 395 

39.7 | 570 

22.0 | 544 
} 



| 
由 此 可 网 ,在 品种 内 交配 所 收 的 幼 粒 中 ， FEET A ASTI 

BY EE HERS » AS oh WAS BER AAI, DEE Pt T 

88 FATE) FE Bo PGR RAE FS 
powwow w ee EE oe ee 

52 BPS SS RE AINE» IES Tc POE PH | 

MEZEAD UR 5 3s EH ET DE EA. 

第 三 萄 加 强 交 配 效 果 的 方法 及 其 利用 

世 联 各 理 种 楼 关 正 在 利用 鞠 本 栽培 条 件 的 差 概 ; DETR 

本 机 花 传粉 ,来 区 得 比较 有 生活 能 力 的 和 沁 童 的 和 后代， 得 是 演 种 利用 仍 
然 没 有 普 尖 。 

下 列 的 情形 可 以 提高 交配 的 效果 。 
(在 育种 工作 中 : eee Le 

DHE TT A TAA BES HY BFE Ee, 
(2) 在 种 子 繁殖 工作 中 : ALN REED © 

和 可 以 进行 品种 内 或 品种 间 交 配 的 自 花 传 粉 作物 。 
过 项 任务 的 提出 是 适时 的 ,实现 过 项 任务 的 方法 基本 上 是 清楚 的 。 
在 生 兰 休 件 下 栽培 着 作物 时， 通常 是 在 相当 同样 的 田地 上 进 行 播 “ 

稳 的 , 过 块 田 地 和 经 过 了 相当 同样 的 耕作 ?栽培 过 同样 的 前 作物 ,等 等 。 
非常 显然 的 ,田地 上 沙 没 有 完全 相同 的 植株 ,但 是 由 藉 裁 培 人 条 件 很 ， 

相近 的 糙 果 ,同一 田地 的 植株 表现 出 显著 的 整 音 性 和 同一 性 。 | 
由 此 可 网 ， 在 顺 篇 整 谊 的 植株 之 问 发 生 着 要 花 传粉 ?因此 ; 运 要 的 

边 花 传粉 不 能 表现 出 全 部 的 有 利 效 果 。 ea 
LTTE BS SUBEBL AL CAIDEL(N) OAS TRL RE RPE REY “BT 

d 

ES 

系 进行 交配 ,是 非常 有 效 的 。 

Fa ARSE BTR” ZEAE Pra AE Hy RB mT AERA ATED AE 

HH EDC APE Ae — BB ind = FEE 1 HE A EO TEA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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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行 交配 。 
篇 了 和 过 个 目的 ,基本 上 有 三 种 方法 可 利用 : 
人 从 其 他 栽培 地 区 取得 让 品 种 的 一 如 分 种 子 材料 ， 站 把 它们 与 敲 

品种 当地 繁殖 的 种 子 混合 播种 。 
显然 的 ;在 这 种 情形 下 ， 其 条 本 在 不 同人 条 件 下 栽培 的 植株 ,发 生 了 

相互 的 届 花 传粉 就 是 悦 , 得 到 了 熏 新 系 交配 时 获得 的 那 种 效果 。 
(2) 把 当地 繁殖 的 、 但 在 不 同年 代 和 在 不 同 栽培 方式 下 繁殖 的 广 品 

种 种 子 , 同 时 混合 播种 。 
大 家 知道 ， 无 花 那 一 年 的 条件 都 与 前 一 年 (或 合 一 年 ) 的 条 件 不 相 

伺 。 每 一 年 都 有 自己 的 特殊 人 条件。 每 一 年 收成 的 种 子 都 有 自己 的 特点 。 
不 同年 代 收 成 的 种 子 所 生长 的 植株 ,已 经 发 生 了 特殊 的 牙 化 ,这些 

粳 株 要 花 传粉 所 产生 的 烙 果 , 和 与 新 系 交配 所 产生 的 一 样 。 
当 繁殖 种 子 的 各 个 年 代 的 气象 学 条 件 差 届 很 大 上 时， 机 花 传粉 特别 

AR | 
OER — Re, ERR LRA BES 

WARAHASAR HHS), CEA RE 
Ki TS ie 4 REA A ADEA HF RED) HBG 
PURE AEA 1-4 CAS ad Wy AT RS SSS BO Sy EN RR 
HEFT LAER » Hn BR» FOSLIT FH ENE HR EB BR 

bit = EY ER 5 tT DA Te OE EE; 
SEAR EY 

在 和 时候, 按照 穆 西 科 的 方法 ,对 一 切 的 愉 花 传粉 植物 进行 人 工 辅 
动 授粉 ,是 完全 必要 的 。 

或 倍 将 桶 出 顺利 提高 交配 效果 的 一 些 例子 。 
哈里 科 夫 至 种 站 在 检查 春 小 故 各 个 当地 品种 的 标本 时 ， 和 从 其 中 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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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出 一 个 具有 很 多 宝贵 特性 的 品种 ， 东 且 用 播种 机 宽 行 休 播 的 方法 本 

—_——e 

DSi, FREE ie Se bisa — i BENET a NEAL, (HRA AR ， 

A> 5 Ht ELE PSR AE HT AA A BEC HY 9 EA 

RFE RAMBK. 

3-0 BHA EA IF] RES HR CT SAL BIE Ga Be HY J 

HE y Hc Be HY — 2 Sig EA BE er AL 

KMA SRL (EREDAR) 5 META 
RSet AOE ARIA HS FFT i SB a 5B 

PAM RHE EAR RAO; 有 的 行列 仅仅 施用 个 别 的 元 

素 ; 有 的 行列 则 施用 各 年 元 素 的 不 同和 粗 合 ; 此 外 ;施肥 情况 不 同 的 各 个 
行列 ,都 彼此 间隔 着 , 薄 且 也 与 实行 灌 淅 的 行列 和 普通 条 件 的 行列 间隔 

著 。 

传粉。 
除了 把 泾 明 不同 方式 培育 的 植株 进行 品 逢 内 交配 以 外 沁 芭 实行 了 

违 糙 的 集体 选择 ;就 适 样 从 上 述 的 标本 创造 了 新 的 宝贵 的 大 民品 年 , 汪 
个 品种 已 经 地 区 化 ;站 且 在 很 多 省 份 中 成 功 地 径 过 了 试 欢 。 

以 后 六 年 , 钙 过 不 同方 式 培育 的 植株 实行 曼 花 传粉 过 一 方法 ;又 在 
冬 黑 变 哈里 科 夫 194 品种 的 青 种 和 种 子 繁殖 工作 中 广泛 地 探 用 。 

在 选择 苗 围 和 种 子 苗 围 中 ,播种 了 优良 植株 的 种 子 及 其 后 代 (这 些 
生 代 在 前 一 年 经 历 了 不 同 的 栽培 条 件 ), 所 播种 的 包括 : RCT 
集 播种 的 植株 所 收 的 种 子 ; LRAT ARSE DA DLE BRE THRE 
后 在 第 一 年 春季 移 裁 到 田地 上 的 植株 ; LESTE NSE LA 

和 盒 来 ,又 把 鼓 地 段 中 央 部 分 的 一 些 优 良 植株 进行 除 雄 * 使 它 个 自 上 让 

所 收 的 种 子 ; 从 狼 巡 施肥 和 无 施肥 的 地 段 上 收 邯 的 重子 ;党 年 收 黎 和 上 ， 

一 年 收 稚 的 重子 等 等 。 由 从 考虑 汉 访 品种 已 多 在 很 多 南方 省 份 中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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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全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We 人 人 

A, FRASER AST EE EE ER 
了 材料 。 

经过 和 这 浆 多 种 多 样 方式 培育 的 植株 ， 每 年 都 在 苗 围 中 的 高 度 农业 
技术 休 件 下 栽培 , 使 它们 彼此 间 实 行 翼 花 传粉 ,因此 效 得 了 遗传 性 洒 富 
Hy GEEKY AE ERAGE Rs Ie EARS AEE (Cr MEE RENE OR 
42, 

best Sith SMA REA; 哈里 科 夫 194 EBA 

WHT SLR, TRE T RENO HEN. RANG 
播种 面积 现在 已 经 超过 900,000 公顷 。 

禽 了 关 明 在 淮 行 品种 内 交配 以 前 植株 的 不 同 培 青 的 效果 ， 我 们 全 
狠 在 冬小麦 留 捷 斯 先 斯 833 一 266 品种 和 冬 黑 寿 哈 里 科 夫 194 品种 方面 
MERTEN, 

把 品种 纯度 很 高 的 .大 片 的 起 级 原 种 播种 地 和 原 种 播种 地 , 划 出 对 
Se i BRL ah P,P BE EH IL AI 100 7: AE A el — 
行进 路 上 .中 更 的 34 行 是 母 本 植株 。 

武 验 地 段 上 的 父 本 植株 , 以 不 同 的 方式 来 培育 ;而 对 照 地 段 上 的 父 

本 植株 , 则 栽培 在 同 榜 的 ,均匀 的 普通 田地 人 条件 下 。 
这 襟 看 来 , 在 试 双 地段 上 的 经 过 除 雄 的 冬 小 故 母 本 植株 ,都 被 用 不 

局 方式 培 青 的 植株 包围 着 ; 在 过 于 ,性 末 胞 无 疑 发 和 了 显著 的 牙 化 。 在 
对 照 地 外 上 ， 父 本 植株 和 母 本 植株 都 栽培 在 相当 同 楼 的 普通 田间 人 条件 
1 

Pa IES Hy MEAT RHE. 
ERA TM Be LCHE T GE REPRE EAR; BT SRR 

AE CRA Le AF ANAS SE PF We PSB BE PNB 2 
ME) 相 比较 , ST TS FS,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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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重复 播种 了 很 多 处。 
种 子 的 试验 产生 了 下 列 的 烙 果 : 

因 不 同 培 到 条件 而 加 城 的 品 征 内 交配 所 童生 的 种 子 的 产量 - 
(与 对 照 的 种 子 比 较 ) 

"i aad PSC (ABA 

* 在 普通 田间 条件 下 的 品 留 捷 斯 先 斯 533-266 | 原 种 ”| 种 内 交配 (对 照 ) 

久 斯 先 拓 39-266 JEEPS CGR 
正 像 我 们 所 看 到 的 ,就 过 两 年 作物 来 说, 进行 品种 内 交配 以 前 条 本 

的 不 同 培 译 , 大 大 提高 了 种 子 的 兰 量 , 汞 且 大 大 加 续 了 品种 内 交配 的 效 。 
果 。 

HSA ER UE TTT BURG LARS, ERE 
RUT RAR ISAO HW: “CERT Bh, SUP. 
FR DSHS AS HCPA TE A VEL EE SE J, ERA 
Mi, 加 以 栽培 , REZ” GE) 

以 植株 的 不 同 培育 需 基 础 ， 马 兹 鲁 莫 夫 进行 了 三 个 粗 合 的 交配 后 
育成 了 拉 蒙 1537 甜 荣 品种 。 过 个 品种 在 糖 耸 收 重量 方面 超过 了 全 芯 联 
MAMAS, 它 具 有 抗旱 性 ,第 一 年 抽 若 现象 的 百 分 这 最 低 , 含有 
(i> BGA, 薄 且 很 少 感染 甜菜 蛇 眼 病 (Phoma betae)。 | 
Di REEG BRBOMA THD, ART Bee aS 

i is LS EAOT , 38 fn BLE A SW SR T ORR ey TE 
Hk, te HSA iH SE 

BES MG RLAGILA: PEE AE Py MUERS , 1947 年 ,第 5 期 ,第 8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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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Re Fe EH HS EAR Ss AE (HEHEHE SE) HE TT BEM 

Me De , tH REIS BR Fi FER PS SAE LS , (tt PAR HS I 

Sih cH i, BCE EE FAS Ud 1g JES WG (AS Td BY HI SELB) 2 8 

本 植株 创造 不 同 的 培 译 人 条件。 
该 研究 所 在 进行 品 征 问 交配 的 工作 中 ， 也 探 用 了 条 本 的 不 同 培育 

条件。 

莫 坎 佐 夫 把 来 源 不 同 的 蓝 拉 托 夫 169 向 日 著 品 艾 植 株 进 行 螺 花 传 

粉 时 , 效 得 了 极其 显著 的 糙 果 。 篇 了 进行 试验 , WEAR 

洛 夫 省 、 德 盖 泊 和 披 特 直 夫 省 ,十 比 雪夫 省 和 茧 拉 托 夫 省 搜集 了 在 那 于 栽 
培 了 好 兹 年 的 标本 。 所 搜集 的 箱子 播 年 在 有 空间 隔离 带 的 地 段 上 , 使 它 

PE a AES BEER I AR A is A ESHER 169 品 

ise “UES” HREOD RE RB EM BAA ewe 

子 材料 。 
和 经 通 要 花 传粉 的 材料 ， 和 后 来 又 在 品种 试验 中 与 访 品 种 的 原 种 作 了 
比较 , 糙 果 如 下 : 

er. AFR MATAR) | | Ae NRE” HESS 
MERIER 169 品种 的 | geen ‘é 

cook RRR aR” # “ 原 种 比较 的 百分数 

了 

|e 
am 9.3 

| 9.6 

8.8 

ia MAR se Be A: 把 在 很 多 世代 内 在 稍微 不 同 的 条件 下 培育 的 

各 个 类 型 进行 交配 ,将 对 大 和 谷 代 发 生 非常 有 利 的 影 兆 。 党 雇 题 著 增 加 种 

于 的 兰 量 和 生物 学 抵抗 力 的 可 能 性 ， 必 须 在 育种 和 种 子 繁殖 工作 中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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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 地 利用 。 

1946 年 在 克拉 斯 讲 过 页 坚 行 的 全 世 油 料 作 有 物 会 凡 , 入 据 青 种 家 普 ， 
斯 托 沃 依 特 的 提议 ,建议 把 各 箱 轻 济 性 状 的 粽 合 方式 相近 的 \ 香 来 源 不 ， 

同 的 各 类 优良 后 代 进 行 自由 轴 花 传粉 。 

在 地 理 上 非常 接近 的 一 些 地 区 , 由 从 垂直 气候 带 的 存在 , 呈现 了 多 

度 不 同 的 土壤 气候 条件, 以致 可 以 把 这些 地 区 项 属 大 不 同 的 气候 带 。 
可 以 涌 卡 巴尔 过 国家 育种 站 来 做 例子 ， 访 育种 站 负责 生 兰 种 子 以 

及 篇 三 个 地 带 译 成 品种 。 

在 进行 品种 内 和 品 稳 问 交配 上 时， 该 育种 站 顺利 地 利用 子 财 本 植株 

BES EPG PEL; 把 在 不 同 的 土壤 地 带 和 氟 侯 地 带 内 栽培 的 冬 小 奏 杆 

株 , 进行 品种 内 和 品种 间 交 配 , SPR eS eT eg 
磋 。 品 种 或 厅 种 种 地 爸 成 比较 可 塑 的 , SEE 

能 育 性 , 都 发 生 有 利 的 影响, 因而 保 医 了 材料 的 改良 。 

用 简单 而 非常 容易 实行 的 三 法 加 强 交 配 的 效果 的 可 能 性 ， 已 经 被 

上 述 很 多 例子 所 艾 实 ; 过 种 可 能 性 使 我 们 能 修 训 和 估 : 在 任何 的 交配 中 利 

FARAH IY, 都 是 非常 送 当 的 。 

第 四 节 ”受精 的 选择 能 力 

植物 的 受精 滤 择 性 是 在 历史 上 形成 的 , 它 是 植物 种 的 保存 .进化 和 
改良 过程 中 的 一 箱 极 其 重要 的 入 应 性 。 

SEAL DE LAE AE DEL Jit BSL AL BLE EDGR; 根据 
过 个 一 般 规 律 性 , TE A By OE: SR, BE EEE 
iE LHEFTH. | 

李 森 科 院 士 指出 , SE AE DIRT ALES B tg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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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L AE FASE SEAT LAE DR 5 PEF) EEE IE EEE 
PURO HP TE 5 将 不 断 发 生 杂 交 。 但 是 大 家 知道 ,在 自然 界 中 泪 没 有 对 
HASH ABA. 

HYD RTE HE TE Lk EA 9 BE BE ARE 
JRE, BA REE ZR EES BE, JERE 
PP MSAE Lez HEA 

FE FI SRST 5 EARME IS CU] tov DME Ae) FE HLA HY HEPES IA 

SESGE AS » HALAS BEES EAE FETE 73 EBS NG ETT HY » WY 
FERAL TS Ee EY LE SERED SLE EEL Se 
胞 发 生 显著 的 和 不 同 的 影响 ,完全 一 样 。 

“” 拍 移 不 适当 的 受精 作用 的 能 力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温 种 能 力 甚至 可 能 
及 下 面 的 方式 才 现 出 来 :柱头 修 泌 出 会 损 雪 花粉 的 物 质 。 有 了 时候, 柱头 
欧 这 些 分 泌 物 对 大 戈 花 台 的 花粉 来 说 是 有 毒 的 ， 过 一 同 是 防止 自 花 受 
精 的 可 靠 适应 形式 。 

SMEG BOE SHE, WHE RZ 

Fie MAREE Se BS: BRAT ARAB NOME LIS 5 REE EME EIS 
APR EH AN Lease ee LEG HD HT» 

Ze AeVHiaa E SAB T REE CE ED FET) (Ha ae 
AVERSA LOE TT VIE): FER ERA A 
ibe A CE EE: (吉尔 文 把 过 种 现象 叫做 Prepo- 
tency 5 FANE) 5. (36) 

BOARS LIS RED, ESES eR 
屠 中 是 最 重要 的 、 因 而 引起 各 种 不 同 的 研究 上 时， 上 壕 问 题 是 比较 复杂 
5 ne 

we: 4KIMITERRES , oS 3 AS, MRS SE LH ich, 194.94F WR, SR 53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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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合共 柱头 的 花粉 ,被 柱头 愤 择 时 ,很 快 地 萌发 , 泪 且 保证 受精 ; 运 

一 点 已 经 证 实 了 。 
中 然 某 一 种 卵 钥 胞 将 受精 从 一定 的 花粉 ， 但 是 桂 昧 上 同时 存在 着 

其 他 种 花粉 ， 有 时 候 对 大 受精 作用 的 顺利 进行 也 盒 发 生 非常 有 利 的 影 

的 ;过 一 点 也 已 经 硼 定 了 。 实 验 工 作 首 明 : 人 仅仅 用 “ 纯 的 ”花粉 来 进行 传 

Pt > Rs Hs LEBER, | 

AE SEALER AY A SASS LAA OK ELK FE BL A LARA ORFs FEE 

Slt BEE ALEK BS A FASS. FEMETT A THE ZF » HAE HS PA EF 

A CRUE AE NE FERRER HEB NTE PB 9 PMS 

DIME A FERRE » REAR T PARA AY ZERO 

除了 内 部 的 共同 性 以 外 ,外界 休 件 和 花 采 各 个 翘 胞 的 状态 ?也 光大 

受精 选择 性 发 生 非 常 台 烈 的 影 闻 。 米 丘 林 不 止 一 次 地 指出 过 一 点 。 在 发 

生 了 等 化 的 人 条件 下 (有 时运 种 赞 化 是 非常 不 显著 的 )， 寻 择 性 可 能 完全 

改 丢 。 巡 泵 文 也 指出 过 一 黑 :“ 目 然 界 中 ,未 必 和 还 有 任何 比较 性 独 胞 多 共 

外 界 影 光 的 敏感 性 、 以 及 上 比 过 它 们 相互 入 和 力 的 微妙 性 更 加 分 人 和 蓄 边 

的 现象 。 (HE) 

米 丘 林 表 明 ，, 性 翘 胞 玩 择 性 的 好 化 ,是 决定 共性 翘 胞 的 年 苍 、 健 康 

状态 `\ 花 在 植株 上 的 部 位 以 及 相 陵 授粉 植株 的 作用 ; 他 指出 杂种 植株 

的 选择 能 力 比 较 不 续 ， 特 别 是 多 年 生 植物 在 开花 的 第 一 年 内 ， 更 是 如 

此 。 

便 经 观察 到 过 榜 的 事实 : 最 幼 秀 的 柱头 具有 很 微弱 的 选择 性 ， 和 后 

来 , 随 着 年 苍 的 增加 , 沈 择 性 表现 得 最 草 ; 到 了 杜 藉 的 生活 活动 未 期 ; 导 

HEN SES To 

BES SERISC: REM HAN BES MM HH HOPED, BRAN EP SSE He emt , 1939 

版 ,第 32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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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大 大 在 生物 学 上 适当 的 花粉 表现 出 玩 择 性 以 外 ， 落 在 柱头 上 
的 花粉 数量 ,多 认 受精 作用 的 顺利 进行 ,也 具有 非常 重要 的 意义 , 同时， 
过 一 点 对 大 后 代 也 有 影响 。 少 量 的 花粉 (即使 是 有 利 的 花粉 ) 将 使 花粉 
管 的 萌发 过 程 进行 得 很 慢 ,单独 的 花粉 粒 站 不 永 速 保证 发 生 受 精 作用 。 

根据 这些 规律 , 穆 西 科 在 李 森 科 院 士 的 指导 下 研究 出 一 种 人 出 的 、 
有 效 的 殿 花 传粉 作物 人 工 辅助 授粉 方法 ， 过 种 方法 保证 大 大 提高 植物 
在 授粉 那 一 年 的 单位 面积 音量 , 阔 且 产生 比较 有 生活 能 力 的 种 子 。 

全 攻 李 森 科 至 种 遗传 研究 所 便 猎 就 过 个 问题 广泛 地 展开 了 工作 。 
例如 , 1937 年 ， 鼓 研究 所 篇 了 确定 冬小麦 、 春 小 麦 、 番 茄 ̀\ 棉 花 、 跪 

豆 、 扩 米 < 墨 麦 \ 甜 菜 和 其 他 作物 的 选择 性 ,进行 了 受精 生物 学 的 研究 。 
我 们 将 引 葵 巴巴 次 良 研究 棉花 时 所 狼 得 的 橙 料 。 他 在 好 内 个 品种 

上 和 进 行 了 研究 ;站 且 探 用 了 各 种 不 同 的 处 理 ( 除 雄 不 除 雄 、 在 不 同时 期 
办 把 个 别 品种 的 花粉 放 在 柱头 上 、 探 用 混合 花粉 授粉 法 ,等 等 )。 

其 中 的 一 个 处理 ,是 把 施 列 捷 泵 棉花 品种 除 雁 , RPDS 
| BRA eRe TSE in EAA 
MALIN TE BIT PANE. 

. | 植 

KAI 

19 14 
16 16 
10 7 

os 
DAM OUP whom 

* ° . . 

On mWOmMO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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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wWwo eo 

do 一 w bo — 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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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人 ne 人 Ar 人 个 个 全 人 

在 和 过 个 哉 验 中 ， 负 甫 光 欧 基 品 征 被 施 列 捷 泵 品种 所 选择 的 情况 , 比 
PKA ES SATA OEE HES MIE HEE ATE 
BREE KES —-ED BRR HE SEE 

AWB WOH BEL TE PR BADE TAR) DE ge SE BE PE 
fe — [i / _EPB AR TS FAR EE EOF SM 1160 品种 ,小 区 
Fy RG SG HEE SH 62 ip BR (ASS 4 FF) ER EO TE ad 1160 
ih BR Ry BAER PR EAS DE» CEL pi (OS AE ERE: IBC BB 
FRE Kae, ECE TPG ER: 160 BORE PRE AT 
CE Wy BREE, CLP AS ASA BH ET aH 1160 的 花 
粉 。 有 13 梨 植 株 是 与 排列 在 附近 的 梅 良 诺 普 斯 69 ME Ze TEE 

杂种 ,就 是 悦 , 已 经 实现 了 种 问 杂 交 ; 有 120 和 哥 植株 是 无 芭 的 ;就 是 说 ， 
是 虹 留 捷 斯 先 斯 62 品 种 杂交 而 童生 的 品种 间 杂 种 。 由 此 可 见 , 有 83 儿 的 
植株 是 与 其 他 品种 杂交 的 厅 种 , 17% 的 植株 是 由 基 品 征 内 交配 而 产生 
的 。 | | 

全 苏 李 森 科 青年 遗传 研究 所 的 其 他 工作 人 员 〈 巴 巴 贰 良 、 散 特困 
湘 ) ,在 进行 冬小麦 时 春 小 奏 交配 的 工作 中 探 用 自由 传 苏 和 混合 花粉 授 
粉 法 时 ,也 歼 得 了 值得 注意 的 糙 果 。 

散 特 多 湘 是 过 样 播种 的 :他 使 具有 除 雄 的 母 本 植株 的 各 个 品种 ,都 
被 要 在 自由 传粉 而 参加 试验 的 其 他 品种 所 包围 着 ， 芝 些 品种 所 佑 的 小 
区 面积 都 相等 。 下 面 的 才 是 他 的 研究 工作 的 狠 糙 材料 。 

在 巴巴 杜 委 的 番茄 试验 中 ， 顾 姐 伯 特 品 种 植株 先 用 同一 个 硕 姆 伯 
特 品 种 的 混合 花粉 来 授粉 ， 然 后 用 艾 泵 里 安生 品种 的 花粉 来 授粉 。 从 
过 些 交 配 所 收 的 种 子 长 成 的 第 一 代 植 株 , 加 以 牙 析 和 谷 , 得 到 了 如 下 的 芋 
果 :845 标 植 株 中 有 511 棵 (大 狗 60 移 ) 是 艾 泵 里 安生 型 的 ,具有 轩 形 的 
果实 ; 有 334 BR CAHY 40%) 是 顾 姆 伯 特 型 的 ,具有 不 同 程度 的 长 形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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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 其 中 的 第 一 代 植 株数 | 

的 植 | 冬 性 的 | 着 性 的 | BA hh Ce er ee 

郭 斯 季 亚 奴 姆 | 春 性 的 :1160,1163,274) 冬 性 的 : 郭 
237 《 冬 性 的 ) | 斯 季 亚 奴 姆 237, 女 合作 社员 。 

RMS a | 春 狂 的 :1160,1163 ,2745; 冬 性 的 : 郭 

-| 237 〈 冬 性 的 ) | 斯 季 亚 奴 姆 237。 

春 性 的 : 1163，62; 冬 性 的 : 克 里 姆 

+ eR. 

SE ME AE EDU BUTE, MENA A aB D e  B 
PUA PLE AE Lo EEE, 
百 从 这 比较 贤 本 品种 花粉 受精 的 百 牙 率 大 得 多 。 

正 像 上 面 厦 次 指出 的 ， 无 数 的 因素 使 传粉 时 期 的 具体 人 条件 发 生 重 
要 的 改革 。 

母 本 有 机 体 的 状态 、 花 采 的 状态 、 柱 头 上 花粉 的 不 同 数量 和 性 质 、 
以 及 很 多 其 他 的 情况 和 人 条 件 ， 都 在 某 些 程度 上 改 绝 着 选择 性 的 表现 程 
度 ,中 然 选 择 性 是 次 定 大 系 翘 发 友和 个 苯 发 理 的 。 

从 交配 获得 的 类 型 必须 进行 玩 择 ， 只 有 汪 些 规律 在 具体 发 育 休 件 
下 的 糙 一 ,才能 够 产生 在 生物 学 上 宝贵 的 有 机 体 和 新 钴 型 。 

受精 滤 择 性 是 一 个 重要 的 自然 律 ， 它 能 够 成 功 地 利用 套 青 种 和 逢 
子 繁殖 实践。 

EAT FONT Be) SEE RY A BUT ROE 
的 任务 。 

必须 考虑 到 ， 在 生物 学 上 适当 的 条 本 组 合 ,站 非 都 是 在 猎 济 上 合 目 
的 的 ,特别 是 在 育种 材料 的 品质 特性 方面 ,更 是 如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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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 FR — 1 Bag SG LH = HEME ZRF» Fy ERY LES AERA BEER 

ACHE! 5 BE ER ae HEA AE SELES BE PE TT ， 
MA tea, tt BST AR RE A eh (OBS, GESSEPE HE Dy HE EF} ET 

外 ， 应 当 适 当地 挑 导 父 本 品种 ， 使 得 每 一 个 父 未 品种 复 母 未 品种 配合 

后 ,都 能 侯 产 生 符合 蕉 青 种 目标 的 优良 后 代 。 在 所 挑选 的 各 个 村 本 品种 
之 间 , 应 当 在 完全 的 选择 性 的 基础 上 保证 传粉 的 自由 。 

当 大 对 本 植株 和 杂种 后 代 进 行 合 目的 的 培 至 ,用 芝 种 方法 米 丘 村 
科学 加 绽 了 选择 性 的 有 利 作 用 ,提高 阮 择 性 的 效果 和 定向 性 。 

非常 旺 然 的 ， 用 自然 选择 和 有 目标 的 人 工 滤 择 的 方法 来 实现 定向 

BREE TE: Bt RL AE EL PL A BB 
在 目 由 选择 受精 的 基础 上 进行 的 杂交 法 ， 开 始 在 育种 和 生子 繁殖 

工作 中 探 用 的 时 间 膛 不 久 , 但 是 已 经 获得 了 很 好 的 糙 果 。 例 如 ,用 过 种 

方法 已 经 创造 了 区 域 化 的 冬 墨 奏 沃 尔 沾 卡 品种 ， 人 

的 裤 贯 的 类 型 ,过 些 类 型 现在 正在 征 羡 定 和 研究 。 

哈里 科 夫 理 种 站 在 研究 冬小麦 时 ， 使 各 个 优良 品种 进行 目 由 的 导 

Fe fs EGS POUR. 

25 /\~ BE inn Be ELSE Ee Fis A EE AY Bt OPE Ee A 1000 

Er Aa -F-HY Ea e (B A FE BEAR om Be) 

(1) 第 一 代 杂 种 (1946 一 1948 三 年 的 平均 ) 

种 子 产 量 ( 单 位 公 担 / 公 项 ) 

母 本 品 种 品种 间 自 花 优 ea faa 自 花 售 eset 

qq 一- 一 

郭 斯 季 亚 奴 姆 237 | 35.7 | 31.3 | 4.4" 于 全 

ie ve MM | 31.7 27.1 oe 6 st 17.0 
ep ee_——_—S— oe eee Ooo 

99.3 

| 104.7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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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二 代 杂 种 (1947 一 1948 两 年 的 平均 ) 

. 1000 壮 种 子 的 重量 

era) | (单位 克 ) 
母 本 品 种 | 品种 间 | gee | eee | 品种 间 | are ares 

.的 自由 :| 粉 的 母 的 自由 | 粉 的 且 [Ro oie re 
本 品种 | EAA | 百分率 | 受精 本 品种 | 百分率 

Wey 237 | 43.7 40.1 | +3.6 9.0 35.4 33.0 | 107.3 

1& 3% ww +] 37.7 34.7 | +3.0 8.6 39.5 39.4 | 100.0 
Se aa a ss EE 

在 均 | 40.7 37.4 | +3.3 8.8 37.5 36.2 | 103.6 

FMEA? I] SEA im PEE, BUR E S AS 

CRE) | pe BE Be Fe BE ES) Tes Sc ak ME EE RR SE BAAR BE» SIE PR 

HCA ee eh EG ST POR EMEC), 

EA AEB DIEM 3519 26 .6 

品种 六 区 种 的 第 一 代 37.3 

WA MAB AA BHA 8281 32.9 

wis Fae Fa) ES AR 38.9 

ALA Lg HRS RT Ry EERE.» LF pee SS 
MEAT, BREET EA Me BIE ERA RR ie ER 

用 着 。 

Fae BACB ARARIVEE 

BST AACS LE, EAL SE EL 
作 中 一 个 极 重 要 的 因素 。 

MARS ORAS TE BR 

bio: “ 坚 皮 程度 (IaHHPIPEocTP) 4s ia) A EAA AE A 

EU ARON BARE) nl RATS et RANE, PT WS AeA, 

——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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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 RET WE Jo BY RE BH OR» FESS ERR AE 

PRT SB AATIAT ERG > SRA AA BED EASE 
PEFR » {BE BR APY FF hs LB ERA PE BEG EB 

BEATE EE AQSERE LARA, CEU A FREE LURE T EME ZO AE 

5 HE SAA EWE » (IRE HS BC» EFT Be REE TE | 

GE TE HEHBLE FT BAR WOES ILE, FEICFH DIL PERU BBA HEE 

EME RA SSE Fo ES. 
FER ES EEE A BAEK AE EME EA ER 

BAUS, CLRPRSLAAKER SHARE PES 

ZRAREHEE, 
| NSE ARTTSG HLL 5 Ay ABBEY TF JOT BEG A TRAE» SIA is 

BEANE, HRT SSBTAKEM BASES TAY 

HSMN BOT WT URES SS BALA 
PRR LI GTE, PREDISMMEBR MS SHADSSH 

方法 。 

党 _ 同 特别 有 力 地 给 苦 指 出 ， 亲 本 的 挑选 应 党 普 光 保 证 适合 共 认 

你 件 的 强壮 厅 种 有 机 体 在 生物 学 上 的 发 育 可 能 性 ， 保 洽 亲 荐 克服 其 条 
本 发 育 的 缺点 ， 而 首先 就 是 郊 得 能 够 在 访 人 条件 下 以 最 通 合 的 方式 车 合 
各 个 发 至 阶段 的 于 种 有 机 体 . 只 有 在 保证 能 够 获得 过 样 的 有 楼 体 和 后, 才 

能 够 按照 我 们 的 希望 挑 于 其 他 在 沟 济 上 有 等 的 性 状 ; 来 创造 一 个 赣 灯 

«WR on 

| EE TAF RES PIR MAR RLU, HEME MR RE 

作 的 可 化 理论 基 磅 。 

地 森 科 院 十 非常 清 站 地 开明 了 过 个 加 题 的 水 顽 呈 芽 寅 道 汉 芭 太 全 
际 育 种 家 来 说 ， 重 要 的 不 是 遗传 型 本 身 , 也 不 是 发 育 阶 段 本 身 ，, 而 是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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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 ALE AR ARE THE I EER, RA 
SE: GS (SBE HR i SHE Bs 9 LA EL J BSS EDL BS FSS CE BS 
性 次 本身 的 生存 条 件 。”( 性 一 ) 

必须 指出 ;在 不 同 的 土壤 气候 舟 业 技术 人 条件 下 ， 利 行 不 同 作物 的 
灰 交 工作 时 , 理 种 家 应 当 利 用 不 同 的 方法 和 原理 来 过 成 不 同 的 目标 。 

把 苏联 青 种 家 的 工作 加 以 牙 析 征 , 发 现 : 用 厅 交 法 创造 的 站 且 已 经 
在 符 音 上 推广 的 裤 贵 品种 ,是 用 各 种 各 样 的 方法 来 至 成 的 。 我 们 认 估 不 
需要 提出 一 个 一 成 不 溉 的 导 本 挑 玩 方 法 , 因此 ;除了 讲 论 保证 送 合 大 工 
作 地 区 人 条件 的 统 壮 厅 种 有 机 体 在 生物 学 上 的 发 育 可 能 性 的 一 般 规 律 以 
外 ;区 们 将 仅仅 计 论 在 育种 实践 上 应 用 的 并 个 个 别 原则 。 

FESS HG EAE TE APE OR Eg: RAT 
理论 不 能 够 也 不 应 当 出 定 现成 的 死板 的 方法 : 篱 自己 的 特殊 情形 选择 

适当 的 太 法 的 本 颁 , 永 焉 是 个 人 机 智和 个 人 技巧 的 问题 .过 种 技巧 就 是 
实践 (就 演 二 池 的 广义 来 理解 ) , 它 是 不 能 够 从 书本 或 学 校 得 到 的 ,只 有 
个 人 经 及 和 时间 ( 即 生活 本 身 ) 才 能 敌 半 过 一 巾 。”( 性 二 ) 

BE RRA GEA BFE MIE AS BS ERE REE AR AY A) 

李 森 科 院 士 所 确定 的 植物 有 机 体 发 至 规 律 ， 可 以 在 进行 杂交 表征 
工作 蛙 刚 用 . 李 森 科 院士 根据 植物 发 至 的 阶段 性 ,研究 出 了 条 本 粗 选择 
理论 : 芝 个 理论 正在 被 青年 家 们 顺利 地 利用 。 

当 我 们 对 一 个 个 别 品种 进行 阶段 牙 析 时 ， 就 会 发 现 次 定 立 品种 在 
某 一 地 醚 内 车 头 期 的 长 短 的 原因 。 

UEC MMA RLEE HARA (DARE) BRD 

BE—: EPEAT: LSE eR, MUG SES HH ich , 1948 AEs 5 be, SS 85 

通 二 : SAH MBA Fs 3 AS MEM EF ESE HH ik, 1937 4E MK, HIL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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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 ) 而 受到 损害 ; 因此, 育 BFC T} AP HY) SERA R A ons 

是 苏联 很 多 地 区 的 人 迫切 任务 。 

在 李 森 科 院 士 温 没 有 研究 出 按照 阶段 性 来 挑 遗 条 本 粗 的 头 划 以 

前 ,要 缩短 营养 期 ,基本 上 只 有 一 种 方法 : WE 

的 品种 (在 个 别 年 代 内 由 大 晚熟 而 大 大 降低 产量 ) 把 它 与 一 个 非常 时 

熟 的 即使 是 不 十 分 个 童 的 品种 进行 交配 。 

希望 从 注 次 交配 得 到 的 新 杂交 品种 ， 必须 糙 合 了 一 个 入 本 的 侄 兰 

PEA — ABER AY APE 

RS Sit A — AR EE 8 PAY » phbab, TESA TEN He 

下 具有 短 的 发 育 阶段 〈 春 化 阶段 和 光照 阶段 )? 所 以 育种 家 在 杂种 后代 ， 

中 灯 乎 永 束 获得 了 很 多 比较 原始 晚熟 条 本 更 早熟 的 类 型 。 cei 

AME FUE EVEN HG » SVR $5 BI 

BRACES Ewe Wasphtissrsr “育种 家 把 营养 期 的 长 

得 当做 一 个 性 状 , 但 是 不 知道 淆 定 过 个 性 状 的 原因 ，* 因 而 不 能 够 知道 他 

FRE iat SET FV ER BAAR AR CAL 9 onesies 

Fr AEA E BUA BS $4 (Bl EP SSE I) So FY rE» BAAS » BR TS 

ANSE 5 MACHT ESE SEA “ON” BER SHE AME 
征 家 就 不 得 不 过 样 做 。 

他 在 玩 取 一 个 品种 时 ， 是 考虑 到 敲 品 释 的 抗 黑 重病 、 抗 锈病 等 等 ， 

而 在 选取 另 一 个 品种 时 是 考虑 到 比较 得 的 成 熟 期 ; 糙 果 ,育种 家 在 追求 

短 的 成 匆 期 以 后 ,就 把 其 些 病害 的 威 染 性 \ 麦 穆 刀 和 薪 寿 媚 等 等 患 逢 的 
LE ADU PE. AS RR Si BEE rn EE th ARES, 因此 ， 

FE PAA BE FRc Se FF EW AB HE 3 Zk hs TSEC peti: econ’ 

ERERE RON nh FE 所 对) 

BE: 李 森 科 : 舟 业 生 物 尝 , 医 联 国营 农业 出 版 社 ,1943 年 第 5 版 ,第 36 一 87 页 。 



第 一 篇 “第 三 章 ” 末 交 105 
-一 一 

OL ee 

ARABS]: 在 遵循 着 阶段 发 育 理 葵 研究 了 原始 材料 的 发 育 
政 段 以 后 ,可 以 顺利 地 育成 具有 预先 规定 的 营养 期 长 短 的 品种 。 

SAS iy“ SE PS CAC PI OL SS 
FAVS AS BE) 9 EME yy AWA BH Be (PH SL i EGE 5 AE A 
AAR AG rE Ry (EL 9 2 eC 9 EE 
Aki HEAL. ; 

只 有 在 进行 障 段 牙 析 以 后 ， 以 及 在 研究 由 礁 使 一 个 先 本 加 速 通明 
奉化 阶段 而 使 另 一 个 秽 本 加 速 通过 光照 阶段 的 烙 果 而 发 生 的 那些 要 化 
DVR HW ASE FT BEACH NEAR. 

| BARA Deas MN: WEBI a A a 
BS BA Ea PN SERA HH eT “Ee SEI A PES A ES 5 BOE 
慢 通过 第 一 阶段 ( 春 化 阶段 ) 或 第 二 阶段 光照 阶段 ) HO BUREIEE  “E (MAT 
可 能 表现 出 在 一 切 抵抗 力 和 产量 方面 的 优良 特性 , 那 未 ,我 们 就 应 当选 
FES iy a BE AL” 

{CALPE ELPA MEE BL AROLE FT ZA BL ATAU HERENO BE 
AS A i 3 BC ES 5 BP Be 

例如 ,如 果 一 个 向 本 具有 长 的 春 化 阶 疏 和 短 的 光照 阶段 而 另 一 个 
先 本 具有 短 的 春 化 障 息 和 长 的 光照 阶段 ， 因 而 每 一 个 躯 本 单独 来 届 都 
是 晚熟 的 那 末 ,在 进行 充分 规模 的 交配 上 时， 我 们 必然 会 获得 早熟 的 类 
型 ,党 些 类 型 能 远 速 通过 过 两 个 发 育 阶段。 

青 成 具有 汉 样 糙 合 的 发 育 阶段 ,和 具有 在 产量 \ 抵 抗力 和 其 他 性 状 
上 良好 表现 的 稳定 类 型 ,就 是 利用 上 述 选 择 入 本 粗 的 原则 时 的 目的 。 

“ 揭 明 了 著 本 在 其 遗传 基础 不 断 地 毫 急 阻 兆 地 进行 致 育 时 (通过 一 
切 阶段 直到 繁殖 ) 的 成 熟 期 可 能 性 和 产量 可 能 性 以 惩 ,因而 确定 了 在 某 
些 条 件 下 每 一 条 本 遗传 基础 之 唯一 的 但 不 同 的 缺点 以 盒 ， 就 可 以 按照 



106 Ba Eta BR PT PL: 

FE MAAR T EMA T.” (ERD 
PLEA WIE AR ME AEE AAS WO AEN SE 

按照 最 少数 的 不 利 性 状 , 来 选择 交配 机 本 粗 。 Ref 
李 森 科 院 士 正 确 地 指出 :过 个 问题 的 解 次 ;是 克服 青年 工作 中 的 介 

然 性 的 道路 上 的 一 步 ; 它 并 关 了 有 计划 地 青 成 品 稳 以 及 控制 和 在 工作 
中 矫正 译 种 过 程 的 错误 的 可 能 性 。 

这 样 的 挑 玩 秽 本 ， 使 我 们 能 饮 在 第 一 代 中 淘汰 掩 那些 就 其 晚 蒜 性 ， 
HEE AAT AS BY ESL Le AEST ELT POT SO, SEE 
现象 是 可 能 出 现 的 ), 泪 且 使 我 们 能 够 在 第 二 代 中 淘汰 掉 那 些 比较 将 来 ， 
预定 育成 的 品种 更 晚 琢 的 一 切 植株 。 由 共和 过 一 点 ;至 种 家 可 以 很 快 就 不 ， 

必 稚 苇 不 理 那 些 毫 无 前 途 的 材料 。 
$5 T BEA)» BLP AGGIE 1934 年 全 花 李 森 科 理 种 遗传 研究 所 春小麦 ， 
SAAB LIMOS MEERA ER 
中 育成 留 捷 斯 先 斯 1163 品种 的 那 一 组 合 。 

抽穗 植株 的 数目 | peasant ty 抽穗 植株 的 数目 

5 | 6 6 ale t 先 斯 62 早 些 
抽穗 的 植株 上 

0h Bh Fl 

6 | 6 
月 | 月 
7|8 
A) 4 

BC BS FE Sr al ee 
Heit 534/1 x | 4)11)/3 33 5|120 
027445 +: | | 

176 31 ‘Ae 9/12) 3.171 fe 3 

m fb 表 

SC RUE BI 
Sip 5384/1 x 
0274545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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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面 我 们 将 引 讼 哈里 科 夫 育种 站 根据 上 述 导 择 锡 本 和 组 质 则 在 春 小 

帮 方 面 进 行 的 交配 条 本 的 阶段 分 析 。 

厅 本 阶段 性 的 分 析 

oe me & | 光照 暗自 

加 th KR Hh KR B& 

BY he Ae eB BE | 在 不 断 光 照 下 载 境 
(Se Hf fe iy 2c | (SEM 11 Hy HERE) 

(B96 SERA? x +10 
pasion 

: | 5588 fi] LE FEMS x 

62 留 捷 斯 先 斯 了 

下 面 我 仙 将 引 闪 193 年 哈里 科 夫 育种 站 按照 阶段 性 选择 的 很 多 坷 

本 和 粗 合 在 第 二 代 中 抽穗 的 情况 (与 壬 本 比较 )。 

| me | 订 种 抽 种 的 日 期 和 株数 (6 月 份 ) | ae AR 抽 
合 

ae Be 本 | 8 ini 19)20:21 22 fe on in | 

55 96 Eu SERIFETR DS. x | i 6 月 17 日 | 
| 和 et tains 

62 留 捷 斯 先 斯 台 | 6 AISA | 
5907 (at SE AR FETE SD x | 6 A215 | 
| 6 |17/3 112] 2|-|-12}-|-|-|-|-]-|- : 
62 留 捷 斯 先 斯 双 6 Al4q 

1ll WM#RWEL x 6 月 18 日 
aa au 

6486 fa GE FE | AS hh 

62 留 捷 斯 先 斯 平 X 6 月 16 日 
证 全 

aa 6 月 18 日 

(5588 阿 捷 泵 拜 疆 衬 义 6 H1bA 

Sosa Eo 

SSOP IBEW: BANOS AL IS BE AY OR Be BS EE 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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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来 ,因此 ,有 很 多 杂种 比较 早期 入 本 早 些 抽穗 ,或 同时 抽穗。 
李 森 科 院 士 所 研究 出 的 在 阶段 性 的 基础 上 来 滤 择 鞠 本 硼 的 理论， 

已 经 在 在 种 实践 中 被 完全 部 可 。 根 据 过 个 理 葵 理 成 的 各 个 品种 就 是 二 
一 点 的 良好 苹 据 。 

李 森 科 院 士 在 两 年 全 站 育成 了 春 小 奏 留 捷 斯 先 斯 1168 品 年。 过 个 

品种 已 经 区 域 化 ,小 旦 在 生 兰 播 种 中 普 深 探 用 。 
Pe} SERGE BE 13 品种 也 是 在 上 壕 原 则 的 基础 上 青 成 的 。 过 个 品种 

Hy sd AS DEP PT 7626/1 和 留 捷 斯 先 斯 62, SE (HLTA IC TS A 
HE UATE I A Se Be JL 
AER Wy OE EE EE AE eA BL 
ASG BE 14 5 EE EPS BEE WIRE Wty » SEA ns 

HCH) ASE HE AG FB AAD HERA 9330/11 (JRE EE ED. 
21H ih EE EAE PB, 

PAA Bei) SERIE MERE DR T AEN AAO! Ae EE 
EL; AAS ES EARS HL TSE SL Ph Ha SE 
BEAT BOLE TF BE RPE Dy IL HE FT 
PEs 过 一 点 是 各 种 性 状 形 成 的 基础 , 而 育种 工作 的 目标 就 是 要 把 过 些 性 

钛 按照 我 们 所 希望 的 方式 糙 合 起 来 。 

根据 其 他 的 条 本 粗 选 择 原 则 而 进行 交配 上 时， 也 应 管 考虑 到 阶段 分 

析 。 

第 七 节 “在 自由 遗 择 受 精 下 的 品种 交配 
= ce- 

上 面 已 痉 指 出 ， 受 精 选 择 性 是 李 森 科 院 士 所 礁 定 的 一 般 规律 的 一 
部 分 ,根据 过 个 一 般 规 律 ， 有 机 体 中 的 一 印 生 物 学 允 程 ,都 是 在 选择 性 

的 基础 上 进行 的 。 李 森 科 院士 建议 在 品种 间 交 配 时 利用 受精 导 择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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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Se EE HY FA ETE Dy AE TE FTES 
FAS GSE ENS, COE ES PE 
HBR ESSE EC REY SSPE Ht AY DRA TE 

PEW) TEESE MEAG LK EARL ERR Tk, RS 
BEDI HAS BB AE ey Cb BE AES) AURA AE 
钦 交 配 和 品种 间 交 配 的 技术 。 

品种 间 交 配 可 以 在 育种 工作 和 种 子 繁殖 工作 中 应 用 。 在 这 一 节 中 ， 
我 们 将 仅仅 讨论 品种 间 交 配 在 育种 工作 中 的 应 用 。 

在 自由 滤 择 受精 下 的 品种 间 交 配方 法 ， 可 能 有 亲征 不 同 的 处理 方 

Ke | 
(1) 452 REEFS LHRSSE HY rh BE EAC AR AN) Ze Pg SEE HT HEE, 
(2)-RE AC Fh EAE Ge BOA ERY 2 A | 
(3) EAC AE A ALE SRY JERSE RY 22 A PERE 3 

些 品种 大 量 播种 在 母 本 植株 周围 的 各 小 区 上 (在 各 个 不 同 的 苗 转 上 ?或 
特殊 的 耕地 上 )。 

挑 于 的 每 一 个 父 本 品种 都 与 底 定 的 母 本 品种 构成 优良 的 组 合 ; 保 ， 
METER AS SEEN ICME LETRA, ERE 
BE rp wha RE MEE HALA 

在 过 些 品种 之 间 也 保证 以 自由 传粉 的 可 能 性 。 
所 挑选 的 条 本 在 营养 期 方面 必须 非常 接近 ， 才 能 使 它们 实际 上 同 

HE BSE, 
[id Be BAC SE RAL BEY » SBN PE (HR BIA 

PAE BATES AEE EM RM, AA A 
it ACIS TAG CR SE tht) EAT AEE SEMI 
非常 不 同 的 品种 同时 并 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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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利用 品种 间 自 由 传粉 的 上 时候 ， 预 定 来 进行 映 花 传粉 的 各 个 入 本 
品种 的 栽培 地 点 的 排列 ,是 非常 重要 的 。 

最 好 的 排列 方式 ,就 是 把 母 本 品种 播种 在 一 个 工 -2 need 
SAS EIN er 
个 传粉 父 本 品 征 的 年 子 混合 起 来 。 如 果 要 使 混合 播种 中 每 个 父 本 品种 ， 
的 植株 数目 都 一 楼 , 那 未 ,在 种 子 混合 时 败 当 考虑 到 和 艳 当 重量 (1000 By 
种 子 的 重量 )、 发 霸 幸 条 度 和 其 他 应 矫正 的 因素 。 

混合 播种 的 均匀 性 站 不 是 艳 对 必要 ， 关 刀 各 个 传粉 品 征 混合 播种 : 
的 质量 和 数量 的 问题 ,应 当 按 照 交 配 的 任务 来 解 次 。 

把 各 个 传闻 父 本 品 年 分 开 地 播 征 在 各 个 小 区 上 GEE 
有 1—2 行 ) ,我 们 训 估 是 比较 不 合理 的 。 

在 这 种 情形 下 ;播种 在 最 近 的 小 区 上 的 那 一 父 未 蝇 种 , 散 此 校 播种 
得 较 溃 的 其 他 父 本 品种 更 有 优先 权 。 
育种 家 们 注意 到 :在 保证 选择 性 的 基础 上 创造 的 品 年间 厅 种 ; 生 其 

驳 较 高 ; 较 健 康 , 出 苗 较 整 桂 ， 较 能 忍受 不 良 的 气候 人 条件 共 于 程度 较 
高 ,收割 时 植株 较 高 ,单位 面积 兰 量 超过 先 本 。 研 究 吕 种 间 厅 逢 的 工作 
者 们 都 荡 居 指出 杂种 的 各 种 优点 都 稳定 地 保存 在 以 后 各 代 中 。 

多 泵 顾 申 院士 指出 AALS it NAB WADA 9 SATEEN 
BP AE DAN ABE Te EER TE 
RSTn sok eee 
显著 的 不 同 。 

备 基 亚 年 科 院 士 指出 ， 上 述 方 法 的 应 用 揭发 了 一 些 实际 上 重要 的 ， 
特点 。 在 他 的 研究 工作 中 , 容易 不 娄 锈 病 的 品种 能 外 让 直 受 粉 基 能 拒 
抗 锈病 的 品种 的 花粉 , 千 果 发 现 ,在 第 一 代 中 就 已 经 可 能 出 现 能 抵抗 锈 
HB HPS SEH BRAC A PR SE AE Be 

‘ 



H—t RST He 交 ili 

HBAS : DASE FAT 52 AS ME Bg GY AS SIM» TY LE ST Pe BE 
PARLE, | 

ARIE » BE ill EEE BB RITHM, Ie BRAT HEE 
TARR E WR TERRE HE ch ES WIA LW Mee, HESS — Hy TE Le 
RIL A 5 Ez AF RE AEA IOS PSHE SS ay TT EE ES PHS 
PI USE WH PAR DAT TE SLAB PHEW PE KSI IT CH Be 

:在 选择 受精 基础 上 的 杂交 ， 在 野花 传粉 作物 方面 ,获得 了 更 广 证 的 
应 用 杂交 方法 因而 发 生 了 很 大 的 改 沟 。 

”使 一 些 挑选 的 品种 彼此 同时 考 行 县 花 传粉 ,就 是 重大 的 改 丢 之 一 ， 
然而 在 从 前 的 实 忠 中 ,基本 上 是 进行 两 个 条 本 品种 的 杂交 。 

选取 一 些 在 主要 性 状 方 面 接近 的 但 在 原 兰 地 方面 不 同 的 杂交 丑 本 
品种 ,也 可 以 如 是 一 个 新 的 特点 。 Raed 

各 个 条 本 品种 的 自由 传粉 ,造成 了 选择 受精 的 可 能 性 y 届 本 的 不 同 

Sey Dist T PRM Mp WORE BR, SLE DE SE HS RAEI HED ARI 

AGH BAT ZETA BS. | 

REHEAT EL PPO) MERE TE BAAS BATE ARIE EK NOH: 染病 
iy JERE La ey EIT BS, 

: SA SEARED 
RACER EAD ERROR OEE. WET. 

作 中 利用 过 些 春 料 。 
. 米 丘 林 成 荔 地 应 用 了 生 苞 学 的 挑选 原则 。 有 一 些 梨 品种 一 一 俄国 
PIG KEW, BIR SHC BK AEM RR 
AE WDE _Lik— By RENE, 

JK EA AENG FUE PERS 5 A SRT AFTLA 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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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ee 

JEL SR OBER PIR (EJ SG Be Be, BE tt, 
KEP WEBI AC OEE TE A I, He 

AR SULA A Ae, TET SRO RR 
工作 地 黑 休 件 下 可 能 的 发 展 途 径 。 
米 丘 林 用 安排 很 多 外 界 因素 的 方法 , AE A Hh Be, WORT HE 

年 有 机 体 的 发 育 方向 , 使 它 沿 着 他 所 希望 的 方向 去 发 青 。 
A AIEEE, NEE A ETS 

OPS FA; ETS ES a 
HE Sa Py PEARS A BAS Ee), FETE T SPE EE — 
Beye AGE, IRE PS SSE Bey FR SE , SE AE 

REY DA Be SLAG LH a Es SIE, STEAL | 
这 样 看 来 ， 对 基 原 始 材料 进行 深 卉 和 广泛 的 研究 ; oe 

HRA SIE GE TR BE ELA Bl) DA TAY, 
fe A RARE, NE AE A 

的 遗传 特点 , FESR AEE A IG EE A POMERE h, SERRAG ESE, 可 能 是 
SAT LH HH AT ORCS (ORISA RARN 
se SORA , IE FEET LDS BR WT PEE 2 SPs 

AK AKG HHT SEBO RERE AY BA MET ELE 〈 特 别 是 在 各 个 题 闭 
Fe Why: EE 45 2s LBA IL) AUS “HI OE BA 
Hib AIVSER SNE AARP: “Pe WHE AT BR A, “Ce Pe BS 
WE PERT A 3,36 ME. BEG AAR » 在 过 种 情形 下 从 父 本 或 组 本 和 最 近 的 
祖先 遗传 粘 杂 种 的 各 种 特性 ， 当 没 有 找到 它们 所 羽 惯 隐 原 疼 地 的 环 

境 休 件 时 ,就 不 会 太 估 优 邹 ， 因而 浑 些 特性 在 东 箱 有 入 条 的 发 至 中 靖 丰 
会 发 生 一 面倒 的 表现 ，……” (性 ) 

RE: KES, 1 爷 , 花 联 国营 农业 出 版 社 ， 1948 年 厂 , 第 503 页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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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ESSAY Ze CA BE A LS SERENE HR” HOE 

WCE IV PRAO BCG JER SA AS , CE — BH 9 BAY TR Ha By Ae EE SS 
原则 沦 不 是 一 回 事 ; 过 种 原则 不 可 被 探 用 , 因 和 需 它 不 是 以 生物 学 规律 篇 

根据 。 | | 
HAG RAL, MAIR: MEYERS. lel— BE 

(和 更 水 的 牙 类 学 单位 ) EBT we SE RAE TE, SHEE TE 
狼 种 具有 一 定 的 、 地 理 上 很 接近 的 从 做 区 ,例如 在 地 驳 高 低 不 同 的 同一 

地 区 内 以 及 在 很 多 其 他 情形 下 。 

KAS BR ATE Hs 原 产地 和 新 生长 地 区 的 休 件 的 作用 ;是 最 重 

要 的 。 
SESS ANE REL, EATS KMS RM AAR 

| RRM BABE. ‘ 

BELL » CE RRA: JBL UME FE, 1 A EAB LBA 
he Peas HOE 

BAP RFR es Ai Sb Pa A EE SS AGL” HG I 

SS ETT AIREY a BL, BR IF 
ANE BL ALR 2 A, FREER SLA eRe 

PERRIN TE BLY, FEA Ze BEAL PGE TH LI AR 266287 与 阿 根 庭 春 小 
奏 品 种 克 偷 33 交配 而 创造 的 。 | 

奉 小 麦 黄 斯 科 品种 GOP AEE 48) , BES ESE GE 

PAO He SEIT BLA , SEIC AS -b ASH ie 70 B/S ARE (东部 西伯 
ALB) SU IS BE A EC EAR) Be CTT AEH 

MIE ALOE CSA), CAE A 
Wales Bim PE RARE A BER LTT HES 1, 

留 捷 斯 先 斯 758 ARPS BE, SK BO EAS eS, 是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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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x 留 捷 斯 先 斯 62 的 有 性 杂种 至 成 的 。 
留 捷 斯 先 斯 1729 RK, REBAR Bee | 

HAR 81/4x 阿里 比 杜 姆 25626 ( 送 自 南非 洲 ) 的 有 性 杂种 硼 成 的 。 
| He HL: AG 558 y FED (Ey Fill RAO EAE J AK BBE: 4G 321. x 

J ODL Ze LY Ha EEF BCH 
Ae SEE HE AS FALE LR SCP OTE HLA BEBE I) 4 INA 

Ke + RE ES By BE BN, 
Ai p BES: ES 38 BE 88 eS BES ER x 马尔 基 

兹 交配 时 育成 的 。 
冬 小 蛮 别 泵 越 浊 基 品种 是 克拉 斯 请 连 页 青 稳 站 把 基 特 切 浊 页 x 菲 

页 和 吉 关岛 姆 13 交 配 时 育成 的 。 
春小麦 米 里 吐 鲁 姆 竹 种 的 谢 越 良 卡 ( 格 德 斯 30) 品 种 是 吐 偷 育种 站 

把 所 基础 兹 x 吐 偷 85( 北 方 早 苑 ) 交 配 时 青 成 的 。 “ae 
在 其 他 作物 方面 ， 漫 可 以 取出 根据 上 壕 秋 本 挑选 原则 而 青 成 的 很 ， 

多 品种 。 / 
SAE LY i iy LL RA EE SA AHL 

PER Wy REE ‘. 

Sit AME RS ERR RAMEY 

Ke WRB INE A RHA RE T RB T Bi 

HELMETS ARUBRAMH DK, BMHKRECUAMMEA 
iS HARE AR. 

BeBe UF BS FS LH ES EER AF 

PAB RRS, FELLA BREA ENO SE BSE FE 
SE PETA TE B 5 FE ER Le 2 HE A Ah SST: RLS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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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篇 了 什么 样 的 性 状 和 特性 。 
BEASTS: PE REE TA ALT 

REG Me BAD — MRC TEP Fh EB 
— AREER PAE EERO AEA 

(DR HAS) Bi; 

(2) -} llr BS EERE Bs 

(3) EBay 

BAA RRR, FERS = RSM A RELA 

BR, KEW BAR HS TEES SEE Se SE (BS 

GH: “RAGE ELT INO Boi BK, 由 大 我们 所 讨论 的 过 三 种 性 

因 的 不 同 数 量 表 现 , 可 能 产生 相同 的 兰 量 。” 

EWES HG MME RL ARR WSIS 在 营养 期 

内 单位 面积 的 植株 数目 的 动态 

(RRS TETRA” ies samt, 它 是 淡定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一 
稳 极 重要 的 因素 , 因 符 它 决定 了 收 区 时 的 植株 密度 。 

| 友 萨 列 夫 数 授 仿 下 类 作物 提出 了 下 面 的 产量 公式 : 
xxCXTDx 瑟 ) 

在 这 个 公式 中 : 

A 一 一 单位 面积 内 收 简 的 植株 数目 ; 
B Ril PRE RS PEAY BENG 
 C——— Behr ag TE ; 

ee exe: 
| ABH HO ROR A 

et 

全 收 邯 时 四 位 面积 内 的 植株 数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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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 PERS AG Be 

(3)Gi AGRE B ; 

(4) SA Fe REE B 5 

(5) 一 粒 征 子 的 重量 。 

在 答 锥 亚麻 方面 ， 单 位 面积 产量 等 大 收 积 时 植株 数目 和 俩 三 棵 蓉 中 

RHE HE a FE TR 

Re RBRBE A CA ane ae De FEF BR ES SE Fa 

ERSTE PTB LAP GE SP Dil ease : EF E SEE he 

内 饥 早 部 小 礁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而 进行 育种 时 ， 要 把 早期 小 礁 和 与 早期 小 

礁 进 行 交 配 , 下 且 要 挑 玩 在 各 种 产量 因素 方面 非常 不 同 的 先 本 来 配 针 2 

在 杂种 和 从 代 中 ,如 果 个 体 数 目 相 和 党 多 ， 而 且 和 进行 适 和 党 的 定向 培育 

就 可 以 获得 比较 村 本 更 仙 兰 的 品种 。 

条 本 钴 型 座 管 具有 非常 接近 的 发 育 阶 段 。 关 

我 们 将 泽 出 皮 蓝 列 夫 数 授 关 从 春 小 帮 格 德 斯 你 品 系 和 过 一 品 条 的 

两 个 梦 本 的 各 个 产量 因素 和 单位 面积 童 量 的 表 来 作 例子 。 时 

seit | 种 中 的 | 于 粒 重 | 
Arse | 的 融 粒 | 豆粕 数 

数目 | 目 | 日 位 克 站 
2.04 | 29.0 | 82.0 上 

1 

e 

t 
I | 
; 
: 

a 

15.0 2.96 44.4 23.8 | 

15.0 | 2.70 | 40.1 | 30.0 | 

Ss, 5 ARSE CRP IR 

FACE KD 

杂种 品种 格 德 斯 24 以 有 利 大 单位 面 入 产量 的 方式 烙 合 了 两 个 对 本 : 

的 各 种 数量 性 状 。 

皮 阵 列 夫 和 数 授 红 调 指出 ,按照 某 种 性 状 进 行 秽 本 的 挑 玩 ; 必须 同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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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C ERS HET EEL CMA EE EE 
PIE TET LES, : 

| SSR MN BOR he HSH EAE BRR 
| WEARS MEY RE PERI PIED) RE 
BAEC E PRET, Aut, cE RM A MRR 

8, VALE BR TK. 

Fete Bex 

fon FE: Af — HL, PR BR IES AR A PT A 
ALBANS, SEAWATER NS ees A IEE EA RA 
的 可 能 性 更 加 搞 大 ; 那 未 ;就 可 以 探 用 重 槛 交配 法 。 

如 果 把 二 个 芒 培 品种 拿 来 , 贸 一 个 未 经 选择 的 、 但 具有 某 种 显著 实 
贵 性 状 的 件 栽培 品种 进行 交配 , 那 未 ， 也 可 以 顺利 地 探 用 重复 交配 法 。 
在 过 种 情形 下 ,杂种 的 遗传 基础 中 ,除了 有 我 们 所 希望 的 那 一 宝贵 性 状 
的 发 至 可 能 性 以 外 ,也 有 一 些 需要 克服 的 不 良 特 性 。 
| ， 在 探 用 重逢 交配 法 时 ,两 个 原始 品种 进行 交配 所 获得 的 杂种 , 败 当 

在 第 一 代 中 进行 重复 交配 。 要 保存 其 性 状 的 基本 符合 方式 的 那 一 品种 
在 第 一 次 交配 时 应 当 用 作 母 本 ,而 在 以 后 各 次 重复 交配 肝 应 当 用 作 父 

杰 。 | 
HAMAR REAR” OE, WS RIE 
Hits PHBA. 
RAEN — FAR 
Ag BS Bs 35 We Bite 2 WOT PGE GE A EL 

RoR IE te As SPER TILE ES ERY ALT BE AAS, 
©. PRAT WAS RAM MPRA; 如 果 探 用 重 揽 交配 



_ 118 BE ts BEE RF RUD 

法 来 “改良 ” 岛 克 苗 卡 品种 的 耐 冬 性 , 那 示 ,篇 了 使 工作 顺利 ;必须 仿照 
下 列 的 手 炉 进行 。 i 

FET PENSE —AE PY (ES SBE a IEE TS A an OLE 
477 JE Be 1239 AR) NEAT RL RE BS BE ED. x SER 

Huy 1239 BRS. 
因 篇 青 种 家 的 基本 任务 是 保存 岛 克 兰 卡 品种 的 特性 的 基本 粽 合 方 

式 , 所 以 在 第 二 年 内 ,第 一 代 杂 种 要 和 从新 受 粉 磊 乌克兰 卡 品种 。 
EVE, BHA -RERLOR ERE 
BENE ESSE. 
(1) 5538 B-R 9. x SERRA IS Ba 1239 J, 
2)CE SEB -K x SER ACIS BHT 1239) 2 x BURT. 
(3)( CE ERIK x SERRA 1239) x BBD x BEB 
i ee 

IRE FAC Ji A ES TB A CS 
AUSERE 40:5 LBW 1239) 比较 ?来 评定 材料 和 选择 而 冬 的 类 型 。 

意义 深长 的 重 捉 交 配 法 , 远 没 有 被 特别 广泛 地 探 用 ,但 是 有 一 些 育 
种 家 已 经 在 若干 情形 下 加 以 探 用 。 

FSS DE RO DE SR BULA EP 
APPA CRIMEA AE, SS AE DA SE 
SAULT AP IEG PET SEA i AR Ae We DE BUTTE“ E 
ee a a PEE A 
PPEARG With BERL : 

第 十 一 节 PERAMM EAE 

在 青 种 工作 中 ,常常 需要 探 用 革 种 交配 ,来 获得 已 经 消除 了 革 一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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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SPREE CT ARDY ORT Pero Sm wa 
Be APSE 7 HEL PT SHES 5 APS: LDA TL BA Uy SEAT EE 
PAs» iE PASE MAR HY HE SE SACHS EE AIT 

iA — ALAC 5 AI AU HE» EOI 
2 RMR RMR, ORE Feo 
BHA it A » GLE DUN HME PR EH TU EEF RL 
DEMRAARAAIE 1 DASRA KR PA DUTE 

SS fs HL RES BA A IASI Jo BAER BBA» Eg 
简单 方法 就 更 加 可 靠 。 
eae eer TT iy Cone ie 能 抵抗 革 锈 病 的 冬 

麦 宝贵 品种 时 ,确定 了 两 种 方式 的 抗 病 性 。 
有 -类 品种 在 幼 座 肝 就 已 经 表现 出 抗 病 性 ， 和 后 来 示 且 稻 芒 保存 过 
攻 抗 病 性 。 重 基 亚 年 科 院 士 把 下 列 的 品种 归 帮 具有 过 种 方式 的 抗 病 性 
01) SH. 

冬 小 秦 : 甘 列 特 x THY BE SIU 7266287 UE x 奸 里 卡 斯 德 266319， 
郭 越 依 泵 、 民 主 、 地 中 海 等 等 品种 。 

有 春 小 弯 : 克 列 因 315% 戈 页 捷 依 佛 泵 梅 10、 戈 泵 捷 依 佛 尔 梅 27 等 等 品 

另 -一 天 品 午 在 发 育 的 索 还 时 期 内 ,就 是 说 ,在 成 年 的 植株 上 ， 才 表 
BNI. CELA FPO UTNE UES IY SEE LE ELA YO 
RMR ABI COREA BELLAS FA RSE A 

BOLE (y 2) IH 

和 本 Says ohne HK ORR 622 IB ae BE aR TH RITA 
等 等 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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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E: KG WILLE ESS SE A VE) 1843 See ee 瑞 
13 5 FF i Fillo oe 

DMAP BELG 40 FAT HA ROS EADY iE FF A» 

FEF ERR AGA IEE BK Sy BS ADS E ; 他 和 进行 了 很 多 志 交 配 》 
ERE T HOE. 

eT RRATELO A) ECE DCA NA 

BEBE » FO EFS Wo res BE DUI I » EE PARRA (250%), 

HST LEELA META, QA, 

建议 首先 利用 具有 第 一 种 方式 的 抗 病 性 的 品种 ， 即 漫 在 幼 苍 时 期 就 发 

展 了 抗 病 性 的 品种 。 必 须 同 时 考虑 到 交配 品种 的 各 年 性 状 的 整个 粽 会: 

而 抽 由 pas 

行 工 作 , 使 它们 的 抗 病 性 稳定 和 提高 。 

SeorICS TACO CN, URI 

Sa APMC, RANA ARR Rah ee 

HE, BY DUE FM AOR HK ; 

Hi rte RS ST A HE J 
亲本 品种 和 杂种 (LLB BAR Ha) 过 

MRE + EK (BA) 

Seay MS 2x (GLAS) Aig il j } 

9493( 枉 定 的 杂种 ) 

弯 联 青 征 家 们 含 了 各 种 更 种 厅 的 任务 而 进行 冬小麦 的 交配 工 ff 
BF WALT SEE BULGER. TT DLE LL Bh ae Rae PFs ER 
Bie] 70g ABE EL HP TAS WB KRU BU 
455 PPI A LEE ATA aE 47 SER, RISA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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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通关 似 的 交配 , 俊 仅 在 内 容 上 稍 加 改 丢 而 已 。 
我 将 聚 出 根据 过 年 方 法 至 成 的 一 些小 麦 品种 。 

PARE 3 是 全 匣 李 森 科 育种 遗传 研究 所 把 女 合作 社员 194 x 郭 斯 
季 亚 奴 姆 237 进行 交配 后 育成 的 。 | 

GEE 12 ty LE AZE TAC LEME X SRA HLH 237 He FRR 
is. 
留 捷 斯 先 斯 33 一 266 是 哈里 科 夫 青 种 站 把 高 南天 卡 x CBDR 

准 行 交配 后 至 成 的 。 
留 捷 斯 先 斯 9 LL ee ee 

PRUE FT CML RNY. 
森林 章 原 75 是 白 数 堂 育种 站 把 森林 章 原 74x ES RE ee 

A wun. 
Bil + Bay - FPP SI AB: ALAR Sem HEL UIC 

FBT FA PSE TAI AAAL, HE FA RBA. Ig Ae FE EEL P 
SUL TE HN ES FB PS I,” FS 

HR VASES PE HR SC EE HE PS A EH PTY, 
Ak» RESP FATE A A A SR eh eH 5 — HC 
PRE ASPERGER PEARY a BE, PME TTR. 

HENGE SAAT HW ASE HY NO RUPEE Bw, tL AT te re 
AELEPAKAWM, 

ee eres 
UBB FIDE MAAS 4 HE: FEZ AR BLE LD ES SW BRA GICAL, 

PS eth BHR TE FP HG Hs Te, CRETE HUI, ae ELE 
” eRe ch EN AUSH EE IAT 

$37 atk SS — eh yy Ae ERE, MEE A SEAR, 种 子 和 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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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 HE IAS LEE, ARIE OCR 

TERE CRT EES AE, OEM SISTERS CBR FE 
SH) FLAT A Vd cL Ly BEATS: EM STE 4 SR BD, SEB TT 
EM HRT. : 

$0 2E AE TE Do tha _L Be SUE AEE LR A 
ALES MILAM, E77 ED, eR AREY 
加 个 富 ; MAR, Be BURA BL Pe BIZ SRT 

FALSE WE, ETERS Le KEL EK 
同 含量 , ANT AeA A, ERR: 可 以 多 得 一 个 生 
HERE, HBG eS ep A EERE EDS A 

UBER AR SLI Je BETTE (Beta vulgaris var. cicla) AyZ8AE, til 
利 地 被 探 用 着 ; EERE, AES La 7 ee 
甜菜 。 

马 兹 重 莫 夫 给 调 指 出 : 如 果 仅 仅 根 据 收 稳 期 的 成 年 甜菜 植株 的 评 

(SER, WOK, BRS Tas ORS, LE 
$5 TE SREY OS, LEA IE AAR EA: FRE A HE 
HERR RELDE LEMME IVETAEL, WB TRA 
Se fe A fi AS FEIN POSE Pe AE ABR AL Be BE, 

此 外 ,也 将 材料 进行 全 面 的 生物 学 研究 。 在 根部 和 药 部 的 生长 程度 、 
方面 的 研究 和 选择 ,不仅 在 春季 播种 下 利 行 ,而 且 也 在 夏秋 播种 下 进行 
月 未 播 征 ,10 月 未 收 铭 ); 这 种 方法 使 我 们 能 够 在 植物 耐寒 性 方面 按 ， 
它 个 尖 温 度 的 要 求 最 格 与 否 来 区 从 材料 。 
要 据 芭 认 材料 的 研究 ， “RR WAR AM, ERE 

(Sip i PRE SAE Be AR Cy BS Od BRP EA AY J tn LAT 
$2, WOK, SRR. EAN HR AR, BS P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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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有 利 性 状 , 是 否 也 释 坊 呢 ? 在 实际 育种 工作 中 ， 可 以 用 来 传粉 的 是 : 
已 凶 研 究 得 很 清楚 的 起 角 原 种 ,或 一 个 扰 性 系 ， 或 一 双 急 性 系 ,或 
在 生 兰 上 有 价值 的 品种 。”( 往 一 
站 局 就 根 的 数量 来 说 ,传粉 植株 旋 当 超过 受 粉 植株 好 内 倍 。 

在 创造 全 We WE He Veen AE P 1537 时 挑 滤 秽 本 品种 的 理论 根据 ?是 

释 蕉 街 注意 的 ;这 一 理论 是 读 品 种 创造 者 馈 花 顺 划 夫 研 究 出 的 。 
世 如 果 在 乾燥 的 年 份 ， 原始 材 料 表现 出 根部 和 华 部 的 高 度 生 长 能 

Sy » EAD x 20 厘 米 的 营养 面积 上 培育 时 兰 生 了 记 缘 的 产量 ,而 在 稀 下 播 
邯 的 人 条件 下 (45x40 厘 米 ) 兰 全 较 低 的 产量 , 那 未 过 种 材料 是 抗旱 的 。 

(如 果 在 乾燥 的 年 份 ,原始 材料 在 45 x 20 厘米 的 条 件 下 培 吾 时 没 
有 村 诬 特 殊 的 玫 现 ,但 对 共 护 大 的 营养 面积 却 非常 敏 威 ; 那 未 过 些 材料 
在 栽培 条件 改 太 时 是 有 前 泛 的 。 演 些 材料 在 潮 瀑 的 年 份 ;外 使 在 普通 的 
栽培 条 件 下 (全 x 20 厘米 ) 通 常 也 产生 良好 的 兰 量 。 ， 

人 ) 如 果 在 蓝 铝 的 年 份 ,植株 不 论 在 扩大 的 和 正常 的 培育 条 件 下 ;都 
产生 很 高 量 的 糖 从 , 那 未 演 些 植株 是 很 有 价值 的 ,它们 可 以 用 来 创造 具 
AE ETE AT WERE. 

IGM BM: “AMINE HR EAE P 1537 是 用 3 个 千本 进行 交 
配 的 糙 果 而 青 成 的 ,其 中 :2 个 条 本 (80 儿 的 种 子 ) 在 4 x 20 厘米 的 条 件 
让 栽培 时 才 现 出 最 大 的 繁殖 率 , 而 第 3 个 条 本 (209 的 种 子 ) 则 在 稀 朴 
AH WES Be SR A Hy EES) 

第 十 二 节 ”反覆 交配 

所 谓 反 覆 交 配 是 指 一 个 条 本 (品种 、 种 ) 在 一 种 情形 下 是 受 詹 植物 9 
一 

通 一 ; ” 轧 冀 和 鱼 莫 夫 : 农 业 生 物 尝 织 莫 ,1947 年 ,第 5 期 中 的 一 篇 葵 文 。 

z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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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TAR 全 一 一 人 全 一 一 ~- 

而 在 另 一 种 (和 相反 的 ) 情 形 下 是 授粉 植物 。 
例如 ,A 呆 x 吕 = AB( 直 接 交配 ) 和 BY x AZ =BA CUBIS) » 

Ay BBL FB ERE. 

我 们 知道 ;在 两 个 品种 进行 反覆 交配 时 ， 每 个 品 箱 都 有 -- 坎 用 做 
BA (PERL) AGP WALA FES) 

从 门 德尔 - _ 康 而 根 千 传 理论 的 立场 看 来 , 反 获 交配 所 区 得 的 知 代 忆 
然 是 相同 的 , 因 舱 在 两 征 情 形 下 ,都 是 同一 些 黎 本 站 传 特性 人 "基因 ”) 芍 
ge 
een EDRs web: 参加 交配 的 品种 , 那 一 个 

在 敲 组 合 中 用 做 母 本 , 那 一 个 用 做 父 本 ;常常 萎 不 是 无 关 取 要 的 。 
米 丘 林 学 襄 在 很 大 程度 上 ,承认 母 本 植株 在 得 传 性 上 的 特殊 作用 。， 

OT AAE THOR, AEE RSH 
母 本 植株 的 可 塑性 物质 形成 的 。 

胚 用 母 本 植株 所 允 造 的 物质 来 构成 自己 的 朝 胞 ;因此 ; 胚 在 发 译 的 
最 早 和 最 敏感 的 时 期 内 不 能 不 受到 母 本 植株 的 影响 。 

weet saree, amen 
CFI BI eT ES HB RE oh as 

4 
PERE WY Fe BEE AP HE AT YY » ER PSE BA eR 

FPR EG LHe ET Te 

KEG J PIER. 

Crit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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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EMF FE Tes FE He SE BY] » FE 8k HAASE J AE FN Fi EC AL EE g 

Pet EK ALIA. DEM AGS | aa LE Be AL ES 

PRES. 

m PL EH) KH HK) PRRRES 

(单位 每 公顷 公 担 ) 芍 的 天 数 | 病 的 百 分 奉 
* 交 起 F 

WitHSL x eae 

BWA x HES 

RWS x PUREE 2B Sh A 

| SHEEP x BZ 

Withee Ll x RTSS 

RFSL XxX ERE SZ 

黎明 x Py MEI A MMA, EO R L, MABE A CL NSU Ze 
FLA HEEL TT DAG, HLA He REE ESE AY 

BELLS HEME FILE SE oe DL BE TE a NO BK BB 
HF BELT SG EE, SE TIA Fe: 

gy el BRN EASE | CE ae A 

斯 捷 尔 字 ?x29z | 99.4 130.9 

299. x IEEE A 75.3 100.0 

Wri MeS x 337 126.5 120.1 

339. x HEISE | 104.8 100.0 

123.1 130.2 

Wit RE LS x34 7 94.6 | 100.0 

| 349 x Wee 7 

艺 拉 莫 夫 在 进行 各 个 自 花 传 粉 品系 的 交配 时 ,也 获得 了 差 双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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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花 传粉 品系 在 反 黎 交 配 下 狼 得 的 杂种 的 产量 

与 标 举 品种 比 | 反覆 -交配 的 
is 产 “Gk . 

: if 量 
区 x Hh 合 (ie ain atta 较 的 百分率 | 此 we 
格 332 (直接 交配 ) 60.0 116.1 120.0 

格 332a (3h Ae AE ) 50.0 96.7 100.0 

格 395 〈 直 接 交 配 ) 43.0 3.2 100.0 

格 395a 〔 逆 溯 交 配 ) 67 .6 157.2 

格 398 〈 直 接 交 配 ) 67.2 100.0 

格 398a (Bie RC) 69.2 103.0 

AE Mbit KK AEME FTE) SHAD EIR EAC) BELT PAAR AS 

—FCRE EAP EE SRP AE Hh EE 

和 So Pere F thew: 
wae) Ge | lis 全 ee 7, 
gps) 2 lapel oa FN X RpBE 

cae Ae | te & LAE X HN 

PEI FEDK MP TEME FT td BRE, RTT BAAD Be 
—- EAD TE ALS PER OER. 

(a ESE EB A AE 

MF-£R | GRY MeN AeA) ££ wm 量 

SM) | 百 分 SHS lA Peele 
3519 21.8 28.4 61.5 45.0 9.2 100 

3519x1646} 24.4 30.8 60.7 43.1 9.9 107 

16463519 | 26.0 32.4 60,1 41.8 |. 10:2 1 

1646 25 .2 35.4 58.4 38.9 9.2 100 

Ley RE EET BEAR ih Ba A EE, 

就 种 子 产 量 来 府 ( 单 位 每 公顷 公 扒 ))? 杂 本 品种 1646 AS ee 

Sle 和 ， 



ti Kae MB ， 交 se! 

本 3519。 BHAA TE IE, 1646 REBAR OT 

HE ERR. 

PRA SR > 3519 RE A ede, 3519 AREER 

FEAR FEA BE 5 FLA th 

就 油 的 百分率 来 说 (不 论 与 果 仁 和 丁子 比较 )，3519 品种 的 含油 量 

WIS Ba AERA OME, Fe 

BY AGE Fy BE EEE EH AER PASE SS REY ELBE Ze LAT SE Ze E 

WORE), PAW y MRE REESE 77 BB RL 5 AE IE Be PS SE ME EB SE 

从 地 发 育 出 其 具体 裤 贵 性 状 和 特性 的 那 一 个 品种 ,来 作乱 母 本 。 

在 汗 籽 交 配 了 时 ,反覆 交配 是 特别 重要 的 ; 因 篇 任务 的 解决 师 否 ,有 

狼 候 是 决定 大 反覆 交配 。 

第 十 三 节 wees 

近 移 杂交 与 过 稳 杂 交 之 间 范 没有 显然 的 界限 。 通 常 把 种 内 交配 况 

SEES CBE A IB ACH SE 
有 机 苯 的 生存 条件 在 有 机体 上 留 下 了 很 深 的 痕 味 。 我 们 常常 可 以 

观察 到 : 在 从 类 学 天 傈 上 很 接近 的 有 机 体 ,在 外 界 环 捞 人 条件 下 , 在 栽培 

的 影 沟 下 各 种 最 重要 的 特性 上 发 生 了 极 大 的 分 歧 , 俊 仅 有 时候 在 各 种 
形态 学 性 状 上 保持 接近 。 

SEO Tal fey ARS A OEMS I PEI LR apa ab ne ,都 
BEE ONT. MARE b Be ESE OE Ta AE FA JES EI 

BERR GL Py te HY HE HL SSB Sa A ls WH SS IE ST TI 

Fe AES ETE Ky ERA TE aT GT BL» LEVIES 

| RB IEE LE RAS TRCN PO ROP ae 
LTE EMTALA FERRE 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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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丘 林 在 训 称 奏 交 理论 条 完工 作 中 的 切 副 是 特别 大 的 ， 他 在 涉 称 

杂交 吾 种 中 的 供出 成 就 ,更 加 增加 了 他 的 功 蔓 。 

ME 

HT . 
FESS RHE BEE » TIE TE WC EAC BAR » PRET EAE A Sy 

SE HEBER. HHRENT SAME, BE 

完全 新 的 独创 的 材料 ,; SEH AEAEER ROR Ree 

型 。 
eI SAR CSE NL RE i: aN 

RTL AL HE WA EW 

量 出 现 , 等 等 。 
在 任何 情形 下 ;这 净 厅 交 的 困 厅 都 可 以 克服 。 

克服 不 可 交配 性 和 不 青 性 的 方法 的 基本 问题 ,已 到 被 科学 所 解决 

第 6 画 : ANAS URL} EUR BE LOR MLR, 

——o 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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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联 科学 家 在 过 一 方面 做 了 很 多 工作 。 
但 是 要 预先 确定 速 炉 杂 交 时 类 型 形成 的 特征 ,是 非常 困 雪 的 。 
我 们 可 以 引 甫 硼 成 乱世 硬 粒 小 麦 品种 的 试验 ,来 作 篇 例子 * 篇 了 至 

成 过 样 的 品种 ;很 多 至 种 机 关 便 经 把 无 此 软 粒 小 麦 (Triticum vulgare) 
费 硬 粒 小 寿 (Triticum durum) 进行 交配 。 

We PRS I TYLER BENE ATT TA (HET BSE OF LB PEE 
上 有 价值 的 无 世 硬 粒 小 奏 品 种 ;从 这些 交 配 所 获得 的 很 多 均 粒 杂种 , 理 
成 了 具有 生产 意 闵 的 品种 。 

不 应 当 训 篇 种 间 杂 交 和 更 涉 炮 的 杂交 之 应 用 ， 是 条 本 粗 选 配 的 必 
要 原则 ;但 是 霄 种 家 应 当知 道 利 用 过 种 方法 的 可 能 性 。 

在 青年 工作 的 各 个 不 同 阶段 中 ,由 帮 底 定 任务 的 不 同 , 原 始 材料 和 
至 成 材料 的 一 定 状态 ;大 大 改革 了 对 共 过 一 泪 配 原则 的 需要 。 

“ 奋 联 理 种 家 应 用 种 间 交 配 而 获得 的 、 站 上 且 径 过 项 域 化 的 小 奏 品 种 

中 可 以 取出 下 列 闪 个 来 作 例子 。 
荐 鲁 厚 拉 品 种 是 东南 画 类 培 栽 研究 所 硼 成 的 。 它 是 别 治 星 尔 卡 ( 硬 

Bibs) x 波 泵 塔 天 卡 ( 坎 粒 少 麦 ) 的 床 种 。 
甘 邓 甘 斯 76/10 品种 是 东南 细 类 栽培 研究 所 育成 的 。 它 是 戈 尔 捷 

fh OH 432 x 留 捷 斯 先 斯 62 WHERE. 
| 艾 里 特 杀 斯 别 责 牧 姆 82/2 品种 是 东南 改 类 栽培 研究 所 青 成 的 。 它 
EBLE: Oh AEH D783 x 留 捷 斯 先 斯 1247 的 杂种 。 

卡 马 宁 卡 也 223 品种 是 卡 马 宁国 家 育种 站 的 克拉 斯 诺 亚 泵 试验 站 
HRY. CERMAK EDD = 库 班 卡 ( 醒 粒 小 麦 ) 的 厅 种 。 

” 切 季 篇 姆 94/14530 品种 是 西伯 利 亚 袁 类 栽培 研究 所 至 成 的 。 它 是 
WS fyi 117 x — Fy hye 4602 的 杂种 。 
文责 捷 依 佛 责 梅 '1404 品种 是 基 注 里 至 秆 站 至 成 的 。 它 是 艾 里 特 坎 



130 BA Eto te A ET Soa 
一 一 一 -一 

斯 别 泵 收 姆 841 x ABLE OH His 189 的 杂种 。 

在 各 个 属 间 厅 种 中 ,可 以 漂 出 下 列 事实 来 做 例子 。 ， 

小 礁 瑞 性 草 杂种 599 (Ar HITE ICS) BIRO EE YD ， 

研究 所 青 成 的 冬 性 杂种 。 是 黑帮 小 麦 厅 种 46/131 x AGILE Agro- 

pyrum glaucum) 交配 的 末年。 

黑 故 小 邦 杰 种 46 (131 是 东南 细 烽 栽培 研究 所 育成 的 冬 性 杂种 。 是 

POT et tet oe 

SEGRE METS 23021 PY 1h AME OEE A ET 

62H FCA (Agropyrum glaucum) 交配 而 育成 的 春小麦 。 

小 故 瑞 性 草 厅 种 23311 是 西伯 利 亚 打 类 栽培 研究 所 和 从 同样 的 交配 

FF RATED Bo 
BABE HE 22850 

SEP (ALTE BOR TEM 
从 同 楼 的 交配 青 成 的 春 小 

KE 
HMA, SKF 

移 的 各 个 新 的 有 希望 的 品 

fi ASLAM OR 
MME. 

“FPA fy EE AOA BE RB 
品 年 例如; AEE C75 BE 
SHED). SPELT 
fo deve Hy) BFE (Elymus) 
Gy By) DEERE, Bet 和 
BGG EAA WOMERE, PPAR 7S) Ae 



Sh P= He a 131 
一 人 人 人 wm 人 人 个 个 仆仆 

头 奏 能 修 顺利 地 越冬 (例如 在 莫斯科 附近 ), 能 抵抗 疗 奏 是, 很 多 种 野生 

KEARSE KBs YB, FRE SLAG ABLE TH], RS BL Se A fi] BL 

Bs Be TE] EROS BAG J FAST. RPP BSED RIFT) AR 

VE Pies eS ore ESDP AT). SSE RBA ee (Sorghum 

halepense) 问 等 等 的 交配 ,已 经 成 功 。 

下 面 我 们 将 讨论 米 丘 林 关 套种 炮 条 交 的 工作 ， 他 的 工作 构成 了 育 

种 事业 中 的 整个 时 代 。 

过 榜 看 来 ,有 效 利 用 乏力 杂交 的 可 能 性 已 经 毫 无 疑问 了 。 

第 十 四 节 “过 和 焰 杂 交工 作 的 特点 

FEET ERS» EE AEE A AE: 
LRA GELATO 
(2) 获 得 的 杂种 的 不 至 性 。 

ESCA: PERO ER EB 
he 5 Atak HE HH ME PE HS EH wR PE Hy LIE 

RE BUTE RT 2 RATE, SS 
问题 的 研究 工作 贡献 了 大 量 的 材料 。 

”了 必须 注意 到 一 黑 : 交 配 的 困 允 小 不 永 束 预示 获得 的 杂种 的 不 育 性 ， 

中 然 也 常常 可 以 观察 到 过 两 种 现象 的 同时 发 生 。 
过 页 交 写 道 %: 常 常 发 生 如 下 的 情形 : 毛 蕊 花 属 (Verbaseum) 的 责 

WIE EI ie He AB 5 TSS BE A 
端 不 至 的 。 另 一 方面 来 说 ;有 一 些 种 很 少 或 很 困 购 交配 ,但 是 它 区 倍 一 也 

天生 了 杂种 ,过 些 杂 种 却 是 极端 能 育 的 。 甚 至 在 同一 属 的 范围 内 ,例如 
Me) (Dianthus) ,也 可 以 岗 祭 到 过 两 种 极端 相反 的 情形 。 (ED 

Si: 直击 文 ; 物 种 起 源 , 花 陪 国营 庆 业 出 版 社 ,1987 年 版 ,第 36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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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和 束 炮 杂交 时， 必须 进行 反覆 交配 , 因 篇 常常 观 祭 到 ， 那 一 个 条 本 

FU REAR HEE WED BLAS HE HULK 
ST REGS) DAP S | EA Ee Eh tS eR HE 

斯 科学 院 的 工作 来 作 例子 。Mirabilis jalapa FEM iR AY Mise ts Ks Mi 

rabilis longiflora 的 花粉 ,所 多 得 的 杂种 是 充 从 能 育 的 ; (Hse ir ae 

RACING 8 年 内 作 了 200 次 以 上 的 党 试 , 要 使 Mirabilis longiflora 受 

fii fs Mirabilis jalapa 的 花粉 ;都 疫 有 成 功 。( 星 ) 

很 多 至 种 家 发 现 :使 自 花 传粉 植物 暑 要 花 传粉 植物 进行 交配 时 ,最 

好 把 边 花 传粉 植物 用 作 父 本 。 

第 十 五 节 ， 米 丘 林 克服 乏 称 杂交 困 亲 的 方法 

LAE TY ETE BES SEARED BEADLE eG PE 
Bey Hy MBMEGS TY Ar AME EEE 

FUBELENE BBR J OK RAN BE IP, EST 

fe) PbS EP AS LER ESE A 4 I SEL A HEB 

ALLS |) RAPES I ee ER, | 
ounmetauecanieny ees 

TREES SACLE 
法 。 23 cad (ae 寺 

ts 8 to BT A A Swe 
的 运用 和 进一步 发 展 , 使 育种 家 们 掌握 了 强 有 力 的 理 葵 武器 - 

BEAM AS iT ats OK EPR Wa EBT. ES REE A HK, 

混合 花粉 授粉 法 ore 
LAIMA HOHE, RATER AE 

广 : semis: ULE, HED TRL EF ES SE 1H HC TL: , 1937-4 Hie , SUSOT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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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 授粉 法 ,产生 更 页 好 的 千 果 。 有 时候 发 生 如 下 的 情形 :个 别 的 种 的 
花 笑 不能 使 母 本 植株 车子 ,但 是 用 混合 花粉 来 授粉 时 , 母 本 却 受 粮 旗 志 

i, WEAR, . 

HESASS LIN GSE SA BIFEZ, ANS EE 
TPE, RE A FIBA SEP RED ee RE 

THURMAN DEA AB AR, BANS TSS 
FESR, SAE EET FCF ETT ARE; 从 
F-HHKR: FRAWARTKAMWARRLKED, OF WERE, 

56 ES FALTER KT IR ATE he, MAH MAAR 

| 二 些 抽 激 物 就 不 能 传粉 的 那 一 个 种 。 
5 ”党 所 选取 的 条 本 钴 型 表现 出 不 可 交配 性 时 ， 米 丘 林 探 用 了 一 -种 特 

殊 的 交配 方法 ,这 种 方法 的 任务 ,在 从 使 花粉 管 在 母 本 柱头 上 的 莫 发 肖 
程 活 存 品 米 丘 林 写 道 :“…… 在 受精 作用 发 生 以 前 ,预先 把 父 本 肉 芒 的 

Sp SEDBERGH LE SERRA) DRE EEE BO 

| AEE A we) 
RAPPER RSA RES a, ETE AERA HIE 

| FAR EEE EE A Ee Ee, EE 

| PRAM SUA, SRT ULI BET AA 
a) a : | 

ATS PE REHEZE TE Ok RIE TO AIM ECE ERA). 

“在 研究 出 媒介 法 时 , 米 丘 林 利用 了 他 所 发 现 的 一 个 规律 ;这 个 规律 

RRL: Pe READ Le RESCH A BETTE. 

过 种 方法 的 内 容 如 下 : 
呈 如 果林 本 类 型 不 能 做 彼此 直接 交配 ， 那 未 ,交配 应 当 耸 两 个 步 又 逐 

BEL 米 丘 林 全 集 ,第 1 佑 ,大 蔽 国营 农业 出 版 社 ,1948 年 版 ,第 616 页 。 

Eee《 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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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 地 进行 

首 Jes tS RRA 三 个 比较 近 称 的 和 种 植物 进行 交 要。 

再 把 所 多 得 的 杂种 和 与 第 二 个 纯 种 亲 本 进行 交配 ， 过 样 就 会 产生 具有 人 能 

WHEW BR : 
ARAHER BRA RS = TA eS, 也 做 

RIT. 

De PEAS HA OK Er PK is ER (SbF Pre ARTE 工作 ， 

来 作 篇 例子 。 

党 米 丘 林 芋 找 一 个 有 抵抗 力 的 当地 钴 型 ， 来 与 桃 的 没有 抵抗 力 的 

南方 栽培 品种 进行 交配 时 ,他 注意 到 一 种 唯一 适当 的 \ 以 野生 状 蓄 生 其 

灵 俄 国 森 林 中 的 植物 ,一 一 让 野 生 局 桃 , 或 所 谓 矮 生 局 桃 (Amygdalus 

nana), . | 

KER SSE: “REM SA AEE i Pe PEE T PK YA 3a 

TEE As HREOC in Ee FE OR Hs ZB se Be ae ET EY | Se EE 

构造 上 彼此 相差 得 太 大 了 。 -) 

那 上 时 候 )1903 年 , 米 丘 林 使 高 株 的 聚 古 局 桃 故 种 ¢Asapeiates nana 

Monholica) 8 JESe YN Ee yy BE Ly Bk ( Prunus Davidiana Franch) 

进行 交配 。 

交配 成 功 了 ;杂种 非常 有 抵抗 力 。 err Tre 

Che Fel ia 9E) » ELAS CEES TR Ee neee Fe 

HABE 20%, 

米 丘 林 写 道 ; ; 过 楼 看 来 ,局 桃 的 办 种 是 局 桃 生 桃 之 间 的 间接 环节 ， 

过 就 是 篇 什么 它 被 叫做 媒介 的 原因 。 "性 二 ) | 

RE—2 米 乒 林 侍 集 , 第 2 HAE Se HH TTL, 1948 4 PR, HOTA, 
广 二 :同上 ;第 270 页 。 



预先 无 性 渐 近 法 ” 米 丘 林 所 研究 出 的 演 种 方法 正在 极 顺 利 地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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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S aati 田 2 的 可 能 性 ig igi 

EAA FAB DURGA BESS ENC TF 9 PL SE ROE TUE oe 
二 种 方法 ,当众 束 和 炮 交 配 是 非常 有 才 助 的 ,我 把 过 种 方法 咱 做 “预先 无 

性 新 近 法 "。 汪 种 方法 的 内 容 如 下 :从 一 年 生 杂 种 实生 苗 上 取 下 亲 个 枝 
VES UA PERE EGE EAB RE AE LB 
WLR AHA RL HEH EEL PRR FEAL» Had EAS BR 

PE LSS, UE A EE, A OER 
FUSE RA HES BERL HEME BUN AEDS one SHAVEN 
B— 644 ef PY IEE TY 5 OE ASG Tih AK IE HV ES, Ie TH 
f | hihi naasiatahiigaiadadiaiaila tat 
Bwxe rE 

PS LR ey HEMET SABIAN TT RO ET Le 
HERE, ARE 5 REET SO DEF PEE Sa 
ABSA. EI BGS Hk ESE RO SR Ey 

RD HS OA IIS. 
WE Ok RAR LT REEL: 
Vii CL RERA ART SE ATs PE A SREP FA LHS eB EC T.- 

PERSE IES HG Fe FAS Si OIF TRE Rg QI 2g (Pra 
nus Padus Maackii) x P&#k (Prunus Cerasus) 之 间 的 纶 种 ,只 开花 而 

nes 
RAE MEE : 
RE, scopes Rasen untae: 站 

cc 5、 
‘g 

a 
% 
M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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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 全 一 一 

(fE—) 

AAR BSE CIR T A RET 
EFA O-F-P 5 MERLE A E:T OTH TR 

BE LEME A Ta A_L: BA E LE E A _: (Oi nREE PEL SS) HOS 
Bhs 1.3 LAREN T Ss SEMI REL AAA RR 
的 实生 苗 。 
米 丘 林 写 道 :“ 在 这些 情形 下 我 用 一 个 长 得 很 好 的 二 年生 砧木 一 

一 具有 合适 特性 的 栽培 品种 的 实生 苗 一 作坊“ 蒙 导 者 "来 更 新 这 种 发 
育 不 修 的 根系 ;把 杂种 实生 苗 最 好 的 嫩 革 嫁接 在 敲 砧 木 上 面 ;或 者 用 杂 

“种 实生 苗 的 枝条 嫁接 在 访 砧 木 的 皮下 s"( 蛙 二 ) 
合理 的 杂种 培育 法 是 米 丘 林 末 交 方 法 中 的 一 个 极 重要 的 部 分 这 

些 培育 法 的 应 用 使 我 们 能 修 顺 利 地 克服 肝 本 类 型 的 不 可 交配 性 和 杂种， 
的 不 青 性 。 关 长 过 一 点 ， 我 们 已 经 在 有 关 培 至 法 一 阐 中 至 出 若干 例子 ， 
Ts igh) 

AAT He UAE I Ok ELS BEB 
Ja SIG SRE AME eis» DANI AAS BY ST 

AL RE EEA TT EE RK 
: 皮 萨 列 夫 博 士 在 进行 春小麦 身 春 黑 麦 交配 的 工作 中 ， 获 得 的 糙 实 
FATE UNE RACY ACE ARAB AR TE FASE ET 
BAC (FED AE WERE 9 IS FL 上 ); 那 未 交配 就 比较 容易 成 功 让 
AEWA) AGLI (Elymus arenarius) 之 问 的 交配 中 ;也 对 佘 到 同 
样 的 效果 。 如 果 母 本 和 父 本 植株 都 “ 炬 接 " 在 当 方 的 胚 鹿 EWA ae 
400 ALBERT By AR A} E1808 品种 全 经 三 次 被 嫁接 在 野 变 (El9<= 

驻 一 : 米 丘 林 他 集 , 第 1 爷 , 攻 联 国营 农业 出 版 社 ,1948 年 版 ,第 515 一 516 页 。 
B=: 同上 ,第 528 页 。 

vet Fico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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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us arenarius) 19 品种 -的 Js FL > BAS RD EERE PP 
DE BRET 1.55% AO RET: EIR OP EE 
小 麦 1803 BE 6 IS FL Ey REE EF} RIG BY 7.5; 春小麦 Prelude 
Sin HERS RL EPS 的 IS 乳 上 ,但 交配 了 时 的 烙 实 率 ,仍然 等 
於 0:09%3 但 是 探 取 花 粉 的 那 一 野 帮 ,如 果 合 经 移植 在 小 麦 | 的 凸 我 上 ， 
那 末 车 实 百 苍 率 就 增加 到 3.1。.BEII2 厅 种 小 雁 信 经 两 次 被 嫁接 在 野 故 
凸 , 当 它 受 粉 大 普通 的 野 达 的 花粉 上 时, 糙 实 率 是 0.4 多 ,但 如 果 利 用 “ 合 

和 经 被 嫁 接 的 " 野 麦 的 花粉 时 , 烙 实 检 就 壤 加 到 1.7 和 ?等 等 。 
ABN ARE OE > BRT 

Py 5 FS BA HAE EL TH RS BA TERS SLE 

一 年 一 年 地 越 来 越 广泛 被 探 用 从 育种 实践 中 ， 站 且 在 对 任何 作物 进行 
工作 时 被 验 改 篇 可 靠 的 方法 。 

在 苏联 , 乏 迷 杂 交 也 在 田间 作物 的 育种 工作 中 被 广 沁 地 利用 。 青 种 
RAMEE BE BE BAAS Ft A SF Bl es BBE BS EAE TK hs EAL BE 

中 。 

可 以 尘 出 下 列 的 这 粽 村 本 关 型 来 作 例子 ， 它 们 之 间 已 经 童生 了 杂 

fi: : 
HES FBZE x sBE ; ZB SE He He BAS & 小 奏 ? 速 生 章 x sp JS; SAAS x 

FELIS 5 FE x 野 麦 ;大 奏 x 野 奏 ;高 梁 x WELL HE ia BL) 5 BF Ae BS 

x HTS SG Sh 5 BLS TSE x Sh -& EET AE (Beta vulgaris var. cicla) ; 

”栽培 大 雁 x 野 生 大 奏 ; 栽培 燕麦 x HE REDE (BEE) 5 SHE x 向 上 日 蓝 ; 

BPOE x KAS 5 BE x BBE 5 AEBS x RAE BE; Se 

DEM MB WHERE Ac ERAS; 如 果 注 意 到 :就 种 的 数 

FARAH REBAR BE ChB AB AES) » HEPA AE KE 

实现 了 征 间 交配 ;* 那 未 , 膛 可 以 列 肾 得 很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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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各 种 最 重要 的 田间 作物 之 间 的 束 篆 杂种 中 ， 但 际 上 有 价值 的 小 

县 已 经 被 农业 实践 所 熟练 运用 的 ,首先 应 竺 是 黑 奏 小 奏 订 种 。 

At AE)SRE 

BERICIOY BG AG BCE Wy I Oe EAB 
HE Be TE. 

AE BERLFESS PF FB Ih OP y OES TA A 

“Wy EL RSC; SEAR BETIS HY SEZ SCY TY EME, EE 
PAE PE, BES G38: — Fa TAZ ZS 7) BE, HRS) 
HEFT SETE WEE» BOWES TBE ay ET 1 BET 29 
捷 斯 先 斯 1060/10、 郭 斯 季 亚 妈 姆 237) ;但 是 在 伏尔加 河中 游 和 下 游 地 
方 的 恕 酷 的 条 件 下 (有 了 时 候 冬季 无 雪 )， 冬 小 奏 优 良 至 成 品种 的 耐 冬 性， 

程度 仍然 此 不 上 当地 冬 黑 麦 的 贾 冬 性 。 
这样 看 来 ， 提 高 冬小麦 的 耐 冬 性 ， 是 上 述 青 种 工作 方向 的 主要 动 

机 。 硼 种 家 们 提出 TEES BERNE ASAT EE 当地 品种 的 
耐 冬 性 的 小 奏 型 新 植物 。 

正 像 工作 的 烙 果 所 表明 的 , 狼 得 的 品种 灼 乎 完全 是 小 麦 型 的 , 因 入 
So AR AQHA MY EE CE ME AG Be FE oh TEPER, (ES NN BY 
PEE y ACHR AS 582 YS IS We TS PEER BE 

Be Hin Wy PFE AME IE, At, 上 述 的 略 论 只 有 在 一 定 的 时 期 内 

才 是 正确 的 。 累 雁 小 麦 杂 种 的 第 一 代 (FE,) ,在 大 多 数 的 形态 学 性 状 方 
Ti, MHA DAA BES NYE; 由 大 杂种 的 花粉 缺乏 生活 能 
Ty 5 HERE AS ABMEAT EAE EBS. | 
FESS IB Zea Py TE HA Se BEBE RE 

PETE A TO BS ETHER T 5 Ee SS obs A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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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 Hs RBIS — EH LE AE, HF, 大 多 数 母 本 的 胚 圳 
HAND AS TE FE RE» Et iy DBS i Be aE AE 9 EEA LA 

例如 ,在 萨 拉 托 夫 青 种 站 的 试验 工作 中 ,对 黑帮 小 奏 杂 种 第 -- 代 的 
花 对 进行 人 工 传粉 时 ,获得 了 下 面 的 车 果 : 

用 票 麦 花粉 来 授粉 时 ,第 一 代 的 2683 EAE ZEAE 9 个 籽粒 。 
用 小 秦 花 粉 来 授粉 时 ?第 一 代 的 930 个 花 邓 产生 5 个 籽粒 。 
以 后 的 子 代 汉 是 具有 高 度 能 至 性 的 。 
在 第 二 代 (F，,) 中 观察 到 多 样 性 现象 ;我 们 可 以 就 穗 中 小 变性 状 和 

黑 族 性 状 的 比例 方面 ,把 多 样 性 现象 牙 含 4 个 表 型 种 类 。 
在 茵 拉 托 夫 青年 站 的 工作 中 ,过 4 个 表 型 种 类 的 百 从 率 ,在 不 同 的 

”年份 内 大 狗 如 下 : 

各 个 表 型 种 类 在 材料 中 所 估 的 百 分 素 

1919—1922/42 1925 4 

MEPSE REN TTR TIA NL, Sie LIRR IPRS SLAM SHAN, 
{10 FE BEG AEB PAST I WO CA — NOES 

TRIS DEAE ACES REIL ERY TT ARE SEB ERE. 
BABAR T Ab) SOU GME HD » IME SEE & 

BELLSE A Vy LAE TN aby Be A: FEA PK BD 
78 eps (Rigidum) , $79 AY OE) ee 
培 " 型 .等 等。 | 

A SAIN RETR BE 5 th BB LA PEE EM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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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图 : BB) Se 第 9 图 : 黑 灰 小 变 订 种 

(FE ED BERK UH) ZEB) Ta HL BE) (具有 方 头 穗 的 西欧 型 ) 

的 各 个 家 系 和 范围 内 ,也 观 符 到 在 各 种 形态 性 状 上 的 分 获 现 象 。 

非常 目 然 的 ,在 耐 冬 性 \ 营 养 期 、 纤 粒 品质 各 种 数 量 性 状 和 其 他 性 

KA thi > has 到 很 大 的 分 内 现象 。 

193 142 » Bagi Fee RASH Py RAD DL} Se i mR 3 | 

BBS HAS FEAR RE) RE 46/131, 也 参加 了 国家 品种 试验 。 

过 个 采种 具有 坎 小 帮 的 侍 部 性 状 ; 在 它 上 面 不 能 观察 到 任何 特殊 

的 墨 奏 性 状 。 吉 一 品种 是 时 救 的 高 度 耐 冬 的 就 耐寒 性 来 褒 ) 乞 盟 冬 小: 

BEA LET AI 929 ih ARB EE PEDAL AAD DRE I © 

羽 ! 散 黑 穗 病 。 它 的 烘 烧 品质 很 高 。 已 经 在 功 拉 托 夫 省 、 斯大林 格 勤 省 、 莫 



af 
d 

ve 

WP ie Mian 

& ee 3). re Rey 第 11 图 : 

ERE I) | POZE /\ TE EG (+4 SE ie ee” ) 
‘ 四 

- . os 

9 

斯 科 省 和 高 尔 基 省 内 推广 。 肉 加 试 驹 的 漫 有 一 些 其 他 品种 。 
Le 

第 十 七 节 BRE hSRE 

。 。” 惫 观 章 与 小 麦 的 交配 , 是 1928 年 在 东南 珊 类 栽培 研究 所 (HERE 
夫 ) 天 始 的 。 最 初 两 年 的 工作 站 没有 兰 生 含 人 满意 的 车 果 。1930 年 ,将 津 
4 EADIE RED THER ED MET TD ES a LS 
BRAM T BL) EM AE ’ 

+ 

BLS ES BLA, FETS ES OTE 
HERE, DLTk— ARIE MASE Hy AEH, BUA TORE EL WEY ee K 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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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 化 的 地 点 ̀ 炎 吉 的 草原、 对 药 林 的 砂 士 、 龄 土 以 及 多 石 的 山坡 上 一 
一 生长 .发育 和 车 实 的 能 力 。 鹅 观 章 能 顺利 地 抵抗 高 温和 低温 。 麻 大 的 
根系 以 及 整个 的 植物 构造 ,使 忽 观 章 能 锣 忍 受 非常 肛 酷 的 \ 禾 本 科 的 各 
苑 栽培 植物 所 不 能 忍受 的 生活 条件 。 

帮 联 衣 种 家 们 已 经 顺利 地 把 鹅 观 章 属 一 切 主要 的 种 与 小 麦 进 行 交 
配 。 

小 奏 必 一切 的 种 是 否 都 能 够 和 向 观 章 交配 呢 ? 
各 次 直接 的 试验 砍 定 : 奥 一 切 的 种 交配 可 以 说 是 可 能 的 ,但 是 在 探 

FA EA Dr 9 BE AO» BE AS RAT HE 
fe Fit JUEME TT Hy RESALE BL AU iy “bE A DY RE HEA: TR RI: 

Agr. elongatum 

Pepe oy PARE ALINE: 
BLAS TH a 

Tr. vulgare 937 43.8 

Tr. sphaerococcum .C 52.5 

Tr. compactum , 16.6 

Tr. dicoccoides ‘ 40.7 

Tr. dicoccum 

Tr. durum 

Tr. turgidum 

Tr. polonicum 

Tr. persicum 

Tr. monococcum 

FE DLS GE) Bs WHEE » FEE AER FY ES : 

(1) fa) Ses ay BE ER aE BY Fin) AS) ey ( A ey EE SE A} ts 

(2) See AY 7p EAHA 

(3) ATL 的 植物 类 型 。 



SK B= 交 143 
~ 一 -一 : 

付 创 造 能 够 忍受 严酷 少 雪 的 冬季 的 耐 冬小麦 类 型 。 

op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lL 第 十 八 节 “杂种 的 特征 和 工作 的 特点 

从 以 上 引 伍 的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 各 种 主要 的 栽培 小 秦 HEL) BE 

{Triticum vulgare) #M@ifr/) AE (Triticum durum) ——* Fi PRA 

WHA, AMS 40, 

FETS ZEZS ALP 5 TERS PEARY SDE) ES» FAR ERR, ja 

柑 的 交配 比较 逆 溯 交配 更 方便 , 精 果 也 更 好 A LE Ee SE 

粉 , 交 配 成 功 的 百分率 高 些 。 

第 一 代 的 杂种 植株 与 纯 种 的 父 本 向 观 章 植 株 很 亲 分 别 ， 壳 些 妊 种 

植株 也 是 多 年 生 的。 于 征 的 花 不 是 闭合 的 ,但 是 在 大 多 数 情形 下, 如果 

BA HA LID » HE EB AS ETE HEB AK. 

RET PEA MRE LEE > FT AS AE AE 

FE FB EE 7TH 9 HF I PR ER RPE. 

根据 非 黑 钙 土 地带 才 类 栽培 研究 所 的 资料 ， 玫 小麦 花 粉 对 目 花 不 

袁 的 丽 观 草 小 麦 杂种 进行 重 槛 授粉 ， 促 使 多 年 生 关 型 在 以 后 各 代 中 大 

KB 

就 ( 软 粒 小 奏 留 捷 斯 先 斯 62 x Agropyrum glaucum) x 软 粒 小 秦 

其 中 的 多 年 生 绪 种 

H | ws & 
杂种 植株 的 数目 

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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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HLA KR MER SAF AE PERG TE BT DE Lee 
相反 的 ,用 篇 观 章 的 花粉 来 进行 重复 授粉 ; 却 会 促使 多 疫 的 和 耐 冬 

的 多 年 生 厅 种 之 产生 ,过 些 杂种 就 其 性 状 和 特性 来 壤 与 血 观 章 很 接近 。 
用 一 个 条 本 的 花粉 对 不 育 的 第 一 代 灰 种 进行 重复 授粉 ， 产 生 了 极 ， 

低 的 辕 实 百 苍 率 (3-4)。 
Dr eRe Cate Se TRA to oe 

HE AEA EE T : 
SPENCE IEE MATE EES. A ERE Ta Tel — RRR 

BRET AS) MAE BAY OME TEBE HEI 
FE ARATE UR BS AE EE ARE SEE 
是 克服 不 至 性 的 优良 方法 之 一 。 

克服 不 理性 的 另外 一 种 方法 ,是 把 多 年 生 的 \ 不 译 的 类 型 不 断 进 行 “ 

PERERA DATES SOR YY MGA EE A OEE 
INDE 

FEAL BE YF BOER SBE JAE RAPT ABR 9a RRC 
很 能 抵抗 锈病 和 黑 重病 。 

BET WO BOR» BARA BET DZ: Sete, HM ett | 
fing —2F Pah Be | SEN, FETA LE HE 

SL BRA » GAR /b BE Be EN OPE AE FE EE 5 BR rh Se 
生 冬 性 类 型 。 Bie moet] 

pA AT Fee ABER FS HH » FE rt ay A IB I Zee eh, LAA 
RM AARAMERE, | 7 

在 第 二 代 的 条 种 中 , AE RE Py Ey EY AIT ES 
代 中 , 自 花 不 育 的 杂种 的 百 从 率 在 若干 种 租 合 中 仍然 达到 30 一 35。 就 多 
襟 性 现象 来 说 ,不 同 粗 合 中 的 茜 种 ， 盖 机 很 大 ， 但 是 大 多 数 的 杂种 都 具 

mM 
oe 



第 12 图: $I) AOE, EHO, 

有 装 股 粒 性 以 及 篇 观 章 的 典型 性 状 。 在 过 一 代 中 出 现 了 一 年 生 尖 型 。 

”在 第 三 代 中 ,类 型 形成 和 遇 程 大 大 加 纺 , 能 育 性 提高 ， 多 年 生 钴 型 的 

” 百 共 素 降低 ,一 部 人 不 硬 冬 的 多 年 生 关 型 在 第 一 次 越冬 过 程 中 死记 了。 
在 第 四 代 中 , 落 波 有 发 现任 何在 原则 上 新 的 东西 , 育成 实际 宝贵 的 

”类 型 ,已 经 成 仿 可 能 了 ;丰年 基本 上 是 完全 能 译 的 。 
现在 , REVS EEE RS EEE ZS EE, Bw AS 

Fe se) A Bin BE We BIE FE 38 lh BAe mm Ba A 

ER SRE 23021 ObRRARE AES), Z 

FC AEE E62) Bs SAK REL (Agropyrum glaucumy) 和 进行 交配 而 

CA. eR, DUPE SE; BEE an PSR pSE A bo an BEBE. 

TBR Sle, BERRA RE, ME Rn Ze 

RANTES, LE THR BIAG GE IU EE 
23311, ATES. ERT SS HE th 

SEM SREB E 509 ( 含 胡 泵 津 讲 夫 卡 ) ChRRAE RB 

+ f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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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IN BUTE CIAO » AR SIS AEM HE 46/131 SEC REAB WEEE (Ag- 
ropyrum glaucum) HEFT Ze ACT Ay BCS . sin PENA RTE PER we Be 

大 莫斯科 2453 ABE FEAT IE PY ME FRE AS, RUE 
3 hE FEA EE i AE BS BE, 
多 年 生 类 型 ， 把 留 捷 斯 先 斯 62 BAIS RE RE MLENME 7 Ze EI 

得 了 若干 家 系 的 多 年 生 小 麦 ， 过 些 家 系 证 实 了 创造 多 年 生 小 麦 类 型 的 
可 能 性 。 
BiB He yp BE 34085 是 生 其 芍 很 高 的 植物 ,分 更 能 力 很 大 , 浴 灼 根系 

ABR > BULA EB FESS AE ART LA KE. Bs PA AAR 

MEF HE Se HH ts Fe ARF RE 

$a MS A AEE) RS HEE PE, BRL TB 

FT aC FF et 8) DAG HY 5 38 BED SAR BEY } 

1959 年 秋季 在 莫斯科 附近 进行 过 种 多 年 生 小 麦 的 品种 试验 ,1940 

aE WHET EC 18.5 Av Rhee HS 12-2 个 月 以 和 后， 没有 重 

新 播种 ,又 收 稳 了 每 公顷 13 公 担 的 喜 章 产量 .1 区 94 年 播种 时 ?在 1941 年 

收 徐 了 每 公顷 22.5 APB Rohe ee; 在 2 个 月 和 后 ,又 收 稚 了 每 公顷 了 

公 担 的 乾 草 。 在 使 它们 通 第 二 个 冬季 时 ,就 死记 了 ;到 了 春季 ， 简 下 的 仅 

仅 是 个 别 的 植株 而 已 。 

东南 过关 栽培 研究 所 也 长 期 进行 了 把 小 奏 和 篇 观 章 用 作 狐 本 的 让 

PREBLE, 3 

MEF HL HRM CTE RUC SR, a eI 

st 3 一 生年 内 都 在 田间 人 条 件 下 和 结实 。 

此 外 ,又 获得 了 一些 在 收割 第 其 出 新 苗 、 但 不 能 耐 冬 和 不 能 在 第 二 

年 辕 虽 的 类 型 ,也 多 得 了 一 些 一 年 生 冬 性 栽培 烽 型 。 

在 车 论 时 ,必须 指出 :用 把 小 麦 旺 稿 观 草 杂 交 的 方法 人 上 农业 壬 践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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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宝贵 品种 的 工作 ， 是 比较 在 展开 过 种 工作 时 所 想像 的 更 困 亲 和 更 攻 
期 的 工作 。 

所 欧 得 的 一 年 生 品种 ,小 不 是 特别 宝 呐 的 ,而 且 也 没有 超过 用 上 比较 
近 烁 的 杂交 方法 在 短 得 多 的 期 间 内 创造 的 那些 优良 品种 。 至 儿 咕 合 关 
HE iy SABA DIE UAE AT IEA 0 
RAKHI HRT ARSE A, BOF 

a MB HT DA CERF HMO Fe RSL Ee (PAR ATE GS OF HE I 
7 EAP A: BE a (AE 7) EOS LEAT BES AP 
型 。 

对 多 年 生 植 物 的 生物 学 特点 进行 研究 ， 使 我 们 能 够 提出 关 认 利用 
多 年 生 类 型 的 一 些 重要 优点 (与 一 年 生 关 型 比较 ) 以 便 把 野生 多 年 和 类 
型 与 栽培 一 年 生 类 型 进行 杂交 来 创造 栽培 多 年 生 类 型 的 品种 的 问 题 。 
在 捷 泵 查 文 的 颌 导 下 ， 泛 项 工作 已 经 在 很 多 作物 方面 大 规模 地 浊 行 着 

Ub BEE RB UR), 
TAFE ERA AB RE Fe BK EE FOE EAB Ey & AF HE EY Fe ECE TY 

$5 — 45 Py — ae A ERNIE Ue ASE EE EY (IED) 9 
Be Fe REY AE A PEM IB) SSG VN RDB A res PAYEE AS 

Hy AGE SB — SE AEE KPA BAKE BRED > Fell 

HEA Fil FAS FB i EFS LHR HR » FEC Bh ed» BR 

«eR EF AKER, 

自然 的 ， 多 年 生 类 型 的 很 多 优点 ， 很 久 以 来 就 已 经 引起 人 们 的 注 

” BORE MA A BARS ER MNES EE A AY 

TIT » Be (PIRES ETT SA LE RAT EA AE“ A 

RES, 

LeeLee Lest a Tr ee Cee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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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K htt BE SF wnmabbmmncnE ae | 

小 、 觅 粒 的 困 闪 等 等 。 

多 年 生 关 型 的 另 一 个 缺点 ， 就 是 播种 物 随 着 植株 年 艇 的 夫 加 而 越 ， 

来 越 密集 。 播 种 物 的 密集 只 然 可 以 防 下 杂 草 * 但 是 超过 了 一 定 的 条 围 以 

后 (过 个 范围 讽 栽 培 地 区 和 地 段 而 有 所 不 同 ) 便 成 篇 多 余 的 ,将 引起 童 

量 的 降低 。 

多 年 生 类 型 的 第 三 个 缺点 ， 就 是 蕉 和 革 在 穗 已 经 成 熟 时 和 示 保 持 糙 ， 

过 个 特性 使 收获 工作 极 困 闪 进 行 

” Seeescen eee ene MPLA Es PPR HS 

Ea SE SETH. 

4-H: BP He AAs (Secale montanum) » {hy W}4iK rey Ly FRE > FE ey MSE 

3H: SEE REL EET RR Rae 
RAH)  OARAMEVEDT RERE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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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MLO Glen, eS Oe 
非常 普 汤 。 SRS 1 HS ERE CELL HE 1, 500—1, 800 米 的 高 山地 区 ， 
弗 常 传播 在 水 牙 充 足 和 有 大 量 复 雪 的 地 带 内 。 捷 尔 查 文 全 人 在 Secale 
Kuprijanovi Gorss 之 问 发 现 了 春 性 多 年 生 类 型 。 
Secale Kuprijanovi 在 高 山地 区 内 产生 很 大 的 地 上 体 各 ,高 迷 2 米 
以 上 。 祖 据 挟 查 文 的 者 料 , 过 种 黑帮 的 搬 粒 的 大 小 ,超过 其 他 各 种 时 
奏 2 一 3 倍 ) 千 粒 重 过 16 克 。 
在 进行 厅 交 久 前 , 捷 尔 查 文 谨 条 研究 了 条 本 类 型 。 
恒 。” 直 基 挑 于 秽 本 粗 , 捷 泵 查 文 区 得 的 受精 成 功率 加 70 多 ,无 需 特殊 的 
蔓 动 ,就 获得 了 第 一 代 杂 种 。 第 一 代 是 多 年 生 的 ,但 是 不 育 的 。 用 重 复 授 
BMWA T AH; 但 是 要 浊 行 重复 授粉 ,必须 进行 很 多 次 交配 : 
ie 189,000 个 花 邓 受 粉 , 才 狗 得 165 颗 吉 粒 。 汪 些 履 粒 所 甚 成 的 植株 ， 
攻 本 下 是 部 区 能 硼 的 ,一 部 牙 植 株 仍然 是 不 至 的 。 只 有 一 小 部 修 的 杂种 
Pik TE Hy HEM HHA. 
RESET ACTER AF ts A ce A EAT HE 
MERE BE BF REA I Se PT DLR HH 2 AP EE 
BLT AABN GR ONE 1364/1 SLIT em & AEE 
PREGA. UVASELAAYEO AMEE eA 
Bay SAB A EAE: TA ABAD A HOR] Se BE» SE MRE TE TA 
FEB AB He HHH, EE A I EI MS 9 EL 
PAPER WHERE. 
HNL TFET CE Ay 42 (SE IE 
FES Hanya He ee OB eA MBA HL BZ A, 193347: SR 
RUM; 1934 ERM MA, 一 次 在 夏季， 一 次 在 冬季 (温室 中 
多 5 年 收 各 一 次 后 在 秋季 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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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He Se SAE Tf SE POE SRR a ELS 
较 第 一 年 秋季 播种 早 .10 一 15 MB, SAAS AA: PIE AEI HAGE LE 
地 重新 长 出 称 色 体积 ,高 过 40 一 50 厘米 ;过 些 称 色 体积 完全 适合 大 来 
收割 作 乾 草 , 产 量 加 每 公顷 1 一 2 顺 。 、 q 

必须 注意 到 一 点 ， 多 年 生 章 本 植物 就 其 生物 学 特性 来 届 ; 可 以 从 仿 
FE : 

() ARE SA — EH VAs ARCH MEO 
出 冬 性 的 枝 。 

gj 多 年 生 春 性 类 型 在 春季 播 御 下 能 抽 莽 ) 在 收 币 合 能 重新 用 
出 春 性 的 枝 。 把 工作 车 果 加 以 耸 析 ,发 现 : 生 底 学 性 状 是 挑 玩 向 本 粗 时 
一 个 极 重要 的 因素 。 SRL I PLB RE) “BEE HE 
EAL AT EE 

S17 Na — CHERITON ZEN. 
LEE AeSC SEAR LIER RE AE oe BS EFT BE WY 
但 从 第 3 一 4 FR y Fie ER By SAE EA Ot Ze AE. 

Jip SE 4S AER Ay 10 GRE » 因而 它们 膛 不 能 被 推广 到 生 兰 中 去 ; 订 
种 的 穗 很 脆弱 ,多 年 生性 不 充 牙 ,而 冬 性 很 低 。 

捷 鲜 查 文 及 其 同事 们 ， 正 在 创造 -种 新 的 栽培 植物 -多 年 生 高 
梁 ; 探 用 的 方法 是 把 顾 买 草 [Sorghum halepense(L.) Pers.) BRAVE 
培 类 型 进行 交配 。 
UAC ky SERS A STA ME ET 

iy EE PES RICE» FA Ty Ey A, 
参加 交配 的 品 稳 共 30 以 上 ， 属 从 6 ABR UCP AR 

EMM ME EE AG EE USI, ‘ 
值得 指出 的 , RA BRAMMER, RAE SMR 

1 



第 一 篇 “第 三 章 ” 杂 交 151 

交配 示 能 成 功 。 递 淹 交 配 完 全 不 能 成 功 。 在 高 梁 属 的 各 个 种 中 交配 最 顺 

利 的 是 甜 高 梁 x BAL EY, 

第 十 九 菌 ”杂种 和 后代 的 处 理 

在 处理 杂种 时 ,必须 特别 注意 於 植物 的 定向 培育 。 应 当 和 经常 记得 ， 
具有 动 的 的 和 尚未 稳定 的 遗传 性 的 杂种 有 机 体 , 是 最 可 塑 的 ,最 能 感受 
外 界 人 条件 的 影响。 

径 过 周 禾 考 虑 和 有 目标 地 选择 先 本 粗 , 以 及 多 得 杂种 种 子 米 丘 林 
认 般 仅仅 是 工作 的 天 始 。 他 的 全 部 工作 葵 明 :他 从 来 不 是 一 个 被 动 的 工 
作者 ,不 是 在 期 待 着 香 征 植株 如 何 地 自然 形成 起 来 。 

前 面 已 经 泽 出 有 天 甩 伦 联 青 种 家 顺利 地 利用 厅 种 培育 法 的 很 多 例 
子 : 泛 些 工作 的 基 兢 ; 就 是 经 过 考验 的 、 符 合共 自然 律 的 米 丘 林 理 论 ; 但 
如 要 把 浑 个 理论 应 用 芯 解 决 各 种 不 同 家 作物 的 具体 育种 任务 时， 就 必 
须 萎 芒 研 究 定 向 培育 的 问题 。 

在 青 种 工作 实践 ,特别 是 自 花 传粉 作物 的 至 种 工作 实践 中 , 便 烃 其 
期 蜗 低 估计 第 一 代 的 研究 工作 。 当 时 认 乱 :由 失 第 一 代 的 显 性 和 各 个 个 
笨 整 彰 性 的 出 现 , 在 处 理 第 一 代 时 , 除了 淘汰 掉 显 然 的 假 杂 种 以 外 , 没 
有 什么 可 以 关上 明和 研究 的 。 

然而 ;多 第 一 代 进 行 研究 是 极其 有 价值 的 , 因 篱 这 项 研究 使 我 们 能 
硼 确 定 所 探 用 的 粗 合 的 价值 , 薄 上 且 在 很 多 情形 下 ,能 饮 作 出 决定 性 的 车 

| 给: 
第 一 代 丰 种 是 最 可 塑 的 ; 不 花 在 解决 实际 青 种 任务 下 进行 定向 培 

清 时 ;以 及 在 实验 工作 中 研 完 革 征 杂 征 培 至 方法 的 效果 时 ,第 一 代 厅 种 
都 是 最 好 的 材料 。 
二 因此 ;应当 根据 育种 家 当前 的 具体 任务 ,把 第 二 章 “ 用 培育 法 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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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 ADE” FH SUF BE SRI HB POA 5 NE Ze He PT SE 
READE — RE. : 

第 一 代 杂 种 也 是 极 适 合共 详 帮 观察 和 计算 的 对 象 ， 因 篇 材料 的 数 
量 , 使 我 们 能 够 非常 完全 地 对 它们 进行 牙 析 ?而 在 实际 至 年 工作 所 必需 
的 规模 下 ,过 一 点 和 超 不 是 在 以 后 各 代 中 都 永 溃 可 能 做 到 的 。 

当 第 一 代 过 低估 计 是 没有 根据 的 它 将 对 大 青 种 工作 的 成 动 与 否 ? 
发 生 不 利 的 影响 。 当 第 一 代 的 认 美 研究 ;除了 会 积 果 大 量 实 贵 的 科学 村 
料 以 外 , 渤 会 促成 至 种 工作 的 改良 和 加 速 。 在 碟 理 最 初 亲民 的 杂种 时 ， 
REPEATS ECR, SA I FA SEL 
LE WA 可 
第 一 代 奥 各 本 和 村 闪 品 种 同时 播种 ， 将 提供 逢 家 很 多 的 窜 

观 资料 ,这些 奏 料 对 大 材料 的 比较 评定 是 极 重要 的 。 因 此 ;在 播种 机 种 ， 
时 , 旋 当 同时 播 征 由 大 交配 而 兰 生 泛 些 厅 种 的 那些 甘 本 类 型 ;以 及 入 准 
品种 ; MRAM, BANE REST 
次 。 | 

EFC ah LS BES LL) eA UY PE 
行 上 述 的 比较 ;而 在 对 照 苗 转 中 , 则 将 仅仅 进行 与 标准 品种 的 此 过 

在 进行 自 花 传粉 有 穗 作物 的 品种 间 杂 交 了 时 “在 进行 人 工 倩 粉 上 时) 

峰 当 保证 每 一 租 合 的 交配 ,都 有 通 当 的 规模 ,使 得 在 第 一 代 中 有 100 栋 
以 上 的 植株 在 第 二 代 中 有 1000 一 5000 裸 植株 。 党 然 的 ?在 利用 受精 滤 

择 性 的 自由 传粉 时 ,要 保证 交配 有 相当 大 的 规模 ;是 完全 可 能 的 ; = 
HEAT ALOE PEE A BL. PER MBA SEB g . 
METAMORA EO, JPUE IER 

REEVES. AU » LAE RM Ea Py RT 
Gy WL SHG A Hs Ba: HT DLR — A A SR 

a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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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BALE AACN LE ARIE A SEE) « 
«SATO ER Eee ai 
FB 第 一 代 GE ,) 的 每 标 植 株 都 单独 地 股 粒 ,把 种 子 放 在 标明 着 号 数 的 
小 包 内 ,保藏 直到 播 秆 ,过 些 种 子 播种 谷 , 也 要 标明 号 数 , 汞 且 生 二 组 合 

的 各 个 其 他 后 代 修 开播 种 ,但 是 要 播种 在 它们 的 旁 滥 。 由 此 可 见 , 如 果 
我 个 的 第 一 代 有 208 棵 植株 ， 而 它们 至 部 都 泪 择 来 播种 , 那 末 ,在 第 二 
代 Fa) 中 ,我 们 将 播种 200 个 合 代 ,这些 后 代 耸 别 播种 ,但 都 播种 在 彼 
PEA EAA WSIS BG BIE ACER HERD TIE BAYT I 
运程 将 区 车 在 第 二 代 的 后 代 中 进行 .因此 ， 个别 后 代 仍 然 是 杂种 种 季 ， 

[它们 的 遗传 性 是 不 短 一 的 和 不 稳定 的 .所 以 选择 来 进行 进一步 工作 
的 各 哥 植 株 (即使 是 从 同一 个 后 代 中 选择 来 的 ) ,也 巍 当 再 单独 地 股 粒 ， 
六 且 单 独 地 播种 。 在 第 三 代 中 ;由 大 类 型 形成 盘 程 煌 蒜 进行 ,一 个 后代 
的 范围 内 可 能 仍然 岩 生 形 形 色色 的 种 蔡 。 当 大 第 三 代 , 也 败 当 按照 
不 理 前 一 代 的 方式 来 处 理 。 
现在 我 们 假定 ,在 牙 析 第 三 代 厅 种 Fs) 所 收 的 种 子 时 ， 发 现 了 实 
| 际 上 德 定 的 个 别 歼 代 , 汉 些 后 代 不 论 在 田间 观 守 和 实验 室 研究 下 ,都 雪 
| BA ete, 
© RA REIN A cE OAR, ZEN 
LE BT MALT HMR, UR 
a) BEAT LULA tek 以 便 以 后 混合 播种 ,播种 时 要 标明 过 个 混合 是 从 

旧 前 一 代 的 某 一 标号 数 已 知 的 植株 上 多 得 的 ， 对 故 演 棵 植株 所 作 的 一 切 
PACORAERAAE | 
ER HRA Oe Pe BE -, DU 
“水 型 的 播种 机 在 对 照 苗 畏 中 进行 播种 。 
每 棵 植株 种 子 的 单独 播种 法 ,是 一 征 极 繁重 的 方法 , 它 要 求 非常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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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和 仔 翘 地 工作 。 但 是 ,过 种 方法 是 从 自 花 传 粉 作 物 的 杂种 中 共 离 出 非 

常 整 音 薄 且 实 际 上 稳定 的 类 型 之 最 简单 的 方法 。 | 

RSPR ME BTESRED HE BS he 

的 工作 之 方案 ， 

第 1 年 ot fe 

第 2 年 Fy 

第 3 年 0B HSO0G0000QQHOO Fs 

= [RD 

fi BEE HE A Sb ME FT MRM LAL HR. 

TIC = 2 ih KII= Sa 

KC = ite i ER 3C= ME ihe 

IIP= 初 步 繁 殖 C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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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个 方案 规定 不 在 温室 中 进行 工作 ,就 是 说 ,每 年 在 田间 条件 下 条 
璐 一代。 对 从 若干 作 物 来 悦 , 我 国 很 多 青 种 站 已 经 有 可 能 每 年 在 田间 人 条 
御 下 栽培 两 伐 了 。 

在 工作 的 第 一 年 内 ,进行 原始 品种 的 交配 。 
于 在 工作 的 第 二 年 内 ,在 一 个 共同 的 小 区 上 栽培 第 一 代 , 计 个 粗 合 交 
RARE ORT BLA EL. 

从 第 二 代 到 第 三 代 CF 5) > AREER RO EBA AE 
品种 与 东 种 一 起 播种 ,过 一 点 对 帮 厅 种 的 比较 评定 是 极 重要 的 。 第 一 代 
杂种 应 当 水 棵 植株 单独 地 收 苞 ,这些 植株 的 后 代 , 应 当 在 工作 的 第 三 年 
内 栽培 第 二 代 时 ,单独 地 播种 在 不 同 的 小 区 上 。 

第 三 代 也 败 当 逐 棵 植株 单独 地 收 稳 , 过 些 植株 的 后 代 , 在 栽培 第 三 
大 时 也 单独 地 播种 在 不 同 的 小 区 上 。 

”如果 是 进行 近 屠 交配 ， 那 未 在 第 三 代 中 常常 不 会 观察 到 很 多 后 代 
的 不 夭 二 性 ; 和 过 一 黑 使 我 们 能 修 在 混合 了 某 一 号 数 的 纯 一 植株 或 很 多 
相 号 数 的 纯 一 植株 以 后 ,获得 充 牙 数量 的 种 子 , 以 便 在 下 一 年 内 进行 初 

， 步 的 品种 试验 (IIC) 的 播种 ,或 用 小 型 播种 机 在 对 照 苗 围 (KIDD) ee} 
播种 。 

在 方 染 中 也 表明 了 另外 一 种 情形 :由 大 类 型 形成 过程 铂 炉 淮 行 ,在 
第 三 代 中 Fs) 仍然 观察 到 材料 的 形形色色 现象 ,过 时 候 , 育种 家 不 得 

未 把 各 要 植 株 单独 地 进行 收 敌 和 股 粒 , 不 把 它们 混合 起 来 ,以 便 把 每 梨 
糙 株 的 种 子 单独 地 播种 在 不 同 的 小 区 上 ,来 栽培 第 四 代 。 

Hy RARER, PERRY MSE EE 
RRR (KC) PEPE EEE TT 28 年 。 在 同一 个 期 间 内 ， 
品种 也 泛 交 效 地 区 的 各 个 集体 农 碍 去 进行 武 又 (3C), 和 进行 初步 繁殖 

TIP) .到 了 下 一 年 ,就 把 品种 迭 交 国家 品种 哉 验 锣 去 繁殖 ,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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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的 步 又 , 层 开辟 品种 的 有 计划 的 种 子 繁殖 工作 。 | 
JH RE BR HY DS SES Ay ATE WE BEF) DAS — 

普 源 探 用 的 品种 作 比 较 ， 同 时 可 以 在 遵守 种 子 繁殖 工作 要 求 的 情况 下 
MATE, ， 

个 体 选 择 中 漫 有 一 些 稍微 不 同 的 方法 〈 混 合 个 体 选择 法 )) 也 被 探 ， 
用 得 相当 普 汤 ; Sa TEE BE SO Eby BE ee a SE HE i 

SHE SSM DEWALT: PEER AER ADEA i ILA Ml 
fel BAR AAAS AK » tit SL SE TD BS HE a FE ME, a 

TABLE A Hy AEE ACL BRL, Ue EL AB, BRE 
ts PRA te ORAL, . 

在 第 四 或 第 五 代 中 , ME AE Ae SOP 的 UC Bh 
完成 ,就 可 以 进行 优良 植株 的 选择 ; 选择 的 优良 植株 繁殖 了 后代, 小 且 
ee ae | | 

过 征 方 法 也 叫做 混合 个 体 选 择 法 ,比较 简单 得 多 ,而 且 工 作 也 比较 
不 麻烦 ;但 是 这 种 方法 ,使 我 们 不 可 能 在 个 别 植株 的 后 代 的 范围 内 鞠 侍 
类 型 形成 过 程 的 进行 情况 。 

在 应 用 第 一 种 个 体 选 择 方法 时 ( 系 计 个 体 渤 择 法 ) ， 可 以 比较 应 用 
第 二 种 方法 (混合 个 体 选 择 法 ) 早 1--3 年 从此 出 稳定 的 后代 ,过 就 是 第 
-- 种 方法 比较 第 二 种 方法 优越 的 地 方 。 第 一 种 方法 比较 富有 内 容 , 其 理 
论 价 值 也 大 得 多 。 | 

在 实践 中 ,过 丙种 方法 常常 fe GRO TR 
3B Bek A SEH 

DA JF BEDUHN A Bs Bs ES POU rer te | 
MLA TEAS AGI Fy MBH ALAS HY SEA | 

育种 实践 ,特别 是 自 花 传 粉 作物 的 奇 种 实践 /要 求 育成 高 度 整 这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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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 FEE EA PENS BRA BPE RWG RE A ie BE ET PMG DL DE HG 

Bi; LGR HE RWS — 
ERAGE TRLHRAREORELARHRLET, FEL 

PHATE RE MTA SEA ER 

BEAT «ME FAA Ze MERE HY DLE Bey SEED, WL DURE BI MOR RE TE ME 

SEUNG BE DSA RH RESS , Te LAG AS A EE SI TR 
此 外 ， SEBS BT DA WTA A EH A BE ES, 1S 

SEAS LEER He A EE, 

al Fite Henne La A HG OK Ra SUNT SEAR MEA EME LHe An, 
HPL EA ETRE BEDE UAE TEE, 这 些 特性 必然 引 
定单 位 面积 音量 的 提高 ,一 “过 就 是 人 工 类 型 形成 的 最 重要 任务 。 

， 处理 过 襟 的 杂种 种 寿 之 进一步 的 任务 ， 就 是 保持 或 改良 已 经 得 到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和 所 希望 的 各 种 性 蛙 ， 以 及 迅速 繁殖 优良 的 品 逢 (条 

#) ,小 把 它们 推广 到 生产 中 。 
工作 的 方法 应 当 符 合 礁 过 些 任务 的 解决 。 

:直到 现在 篇 止 , PE ET EEE EY pS EB 

和 是 在 让 花 和 传粉 植物 方面 ) ,经 褒 仍 然 太 少 。 
FORE APOE, ISHED ARNG RATT REEL, We A RATT INR, 
和 降低 品种 内 交配 的 效果 等 等 泛 一 点 可 以 认 乱 是 催 定 了 。 因 此 , BAG 

区 在 形态 上 的 高 度 整 音 性 的 问题 ， Ke FASTA PLAS Es 然而 在 至 种 

宣 作 的 从 前 时 期 内 ,形态 学 整 音 性 却 通常 座 仍 是 必要 的 。 
0， 从 这 些 理由 可 以 得 出 一 个 烙 论 : 在 大 多 数 情 形 下 , SS 
RARE MATA ELTA PL -OTEE SE, BAER, 
《各 种 不 同 的 集体 选择 法 在 过 庄 是 最 适当 的 。 
BURG, SRNR HEUER MH om BE AR,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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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S eraernrarae 

AOR RE NOTE Ae As JE TE A a Tt 
此 。 

中 然 一 次 的 集体 泪 择 法 仍然 不 可 以 取消 ,但 是 毫 无 疑问 的 ,在 自 花 
传粉 植物 方面 探 用 多 次 的 或 过 续 的 集体 选择 ， 以 及 在 园 花 传粉 植物 方 
Pith MSE, 将 产生 比较 大 的 效果 。 

不 应 当 俊 仅 人 针 当 单 位 面积 产量 一 项 , 才 进 行 集体 选择 ; 过 一 点 是 不 
Sie. (ln, ASSP TT De MEISE, De MENS SE 
PE TEBE HL, EAM LE, HER te RE, FIE 
— EATERS AE, GSS E th BY DARE AA i SE 
Salty He WE a a NT EA BESS, 
HSE, A GR) WRIA EE, DRS 

的 性 质 特 征 和 特性 。 此 外 , SEFE DASA REMEDY EME, 正 
是 过 种 整 普 性 ,使 我 们 能 够 获得 纯 一 的 ,有 商品 价值 的 收 积 物 ， 保 症 身 ， 
造 工业 以 非常 有 价值 的 原料 。 

选择 法 的 效果 必须 猎 常 用 与 原始 材料 进行 比较 的 方法 来 检查 ; 对 

MAP BU THE, HMBELTRH, PER, RRS 
EAA BH MME RE ROMA RE TR, REED 
MACHA REE S, EME eA Rik 
掉 。 
“只 然 我 们 训 仍 在 处理 自由 传粉 的 末年 种 震 时 探 用 各 种 不 同 的 集体 ， 

滤 择 法 ,在 让 种 工作 中 起 着 许多 的 作用 ,但 是 我 们 也 认 舱 ,对 优 夺 的 , 特 
别 宣 豆 的 植株 进行 个 体 玩 皖 , 在 很 多 情形 下 是 极 有 效 的 , 而 且 必 须 加 以 

探 用 。 
和 这样 的 植株 后 来 可 以 混合 起 来 ,使 它们 的 后 代 重 新 进行 遇 花 传粉 。 
应 当 提 醒 一 点 ， 在 选择 受精 的 基础 上 创造 的 杂种 种 地 之 优点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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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A PRE LAE PRE PS OE EH SE 
PRs » FGA £05) $5 OE J OA AEE JE EEL AIC A) 5 

FLEE NE REE EE IP HEEFT PL AED ie BLS SESEHR Hy HL Ah 

EEF T LAE NSB)» DAR AR REE: (PIN SELLE HE OG ES BO » MSE PEE 

Ail — HES FELLA BE PEO DEL ASE 4H (8 Ba IEEE 
地 进行 品种 内 交配 。 

， 第 一 代 杂 种 的 淘汰 ， 由 欠 交 配 所 获得 的 杂种 纸 欢 繁殖 后 ,数量 迅 

回 增 加。 第 一 代 的 100 PRA HK, TEAL HEAL 5,000—15,000 HEHE 

株 。 在 第 三 代 中 又 增加 50 一 100 倍 。 很 多 作物 的 汪 种 境 加 傈 数 更 高 。 
如 果 在 育种 工作 中 同时 研究 很 多 粗 合 的 各 个 不 同 合 代 ， 那 未 工作 

就 困 反 得 多 。 竹 合 的 数目 不 应 当 超 各 访 育 种 机关 狼人 备 人 条 件 所 限制 的 范 

园 以 外 。 所 探 用 的 各 个 狂 合 ,通常 站 不 是 全 部 都 趴 正 有 价值 的 ; 狂 过 研 
党 以 和 后 ,应 当 把 大 部 牙 的 组 合 淘汰 掉 。 在 留 下 来 的 各 个 组 合 之 间 , 也 应 

党 把 很 大 数 且 的 和 后代 淘汰 掉 , 仅 仅 留 下 优良 的 和 后代 。 

在 还 没有 确定 某 些 组 合 整个 没有 希望 以 前 ， 或 漫 疫 有 淘汰 某 些 没 

有 价值 的 后 代 以 前 育种 家 不 得 不 处 理 它 个 ,进行 播种 、 观 人 守 和 耸 析 ， 洽 
FEDS GH) PSE PAO. vt, JRE LGA NY. BNET DEE 
SBE BL PIE 0 HS ARE FF Hh Ok TH TEA BM 

香 可 以 在 Ei HAMEFT Ma th A BUHL TE EHY 

PF EAE AE SA — AGB A PSA LD PP I» BRT DAE 

BE SE AE BLAS 5 SEE BAAGH A DAD» ROR 
工作 。 由 此 可 见 ， 问 题 在 於是 否 可 以 在 第 一 代 中 充 牙 有 把 握 地 进行 淘 

淆 s 要 概括 地 答 槛 过 个 问题 ;是 极 困 打 的 ,而 且 未 必 是 可 能 的 。 过 个 问题 

巍 当 以 不 同 的 方式 来 解决 ,就 是 说 ,要 起 交配 的 是 什么 入 本 组 以 及 交配 

鹊 任务 是 什么 来 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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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Aaa A RRA ATA PED — AREA EK 9 ACHE OBE 

ETE A ICIEN 

ag ee ee Pe ee 

汰 掉 甚 营养 期 比较 我 们 要 创造 的 品种 更 长 的 那些 杂种 。 

李 森 科 院 士 所 建议 的 海 汰 第 一 代 杂 种 的 原则 “前面 已 经 指出 ， 李 

森 科 院士 邱 出 阮 择 交配 梦 本 粗 的 一 种 新 的 原则 ， 泛 种 原 划 使 我 们 能 

人 钞 获 得 具有 预定 长 得 的 营养 期 的 厅 征 。 对 从 品种 来 说 ,营养 期 的 长 短 是 

一 种 具有 淆 定 意义 的 性 状 。 决 定 营 状 期 长 短 的 原因 ) 已 经 在 上 面 讨论 明 : 

了 ,和 过 可 无 须 重 窗 讨论 过 个 问题 。 

。 在 过 事 重 要 的 ,仅仅 是 礁 定 育种 材料 的 营养 期 长 短 的 巨大 意义 ,以 

及 哉 调 指 出 ,育种 家 必须 经 常 对 营养 期 加 以 应 有 的 注意 。 

具有 良好 营养 期 的 品种 , 站 不是 每 一 个 都 是 优良 的 、 可 以 推广 到 生 上 
BE HG ANE ATR AE HOB SPE IY BE Se HR : 

HE 5 SOLS DAES — A AT AC PE Be ACH He 

PFE WOK 5 TERI —AR HE ARSE PERE Fg Uk AE TT ABA TL 

也 是 必要 的 。 李 森 科 院 十 肯定 了 过 种 可 能 性 ， 化 起 素 在 六 开征 秆 下 汪汪 

养 期 来 进行 淘汰 。 他 所 根据 的 理由 如 下 : 

当 两 个 不 同 的 品种 潍 行 交配 时 ， Fie Me ELA ERAT RRR OTE 

AR AG SEL TT HE LE. AR AE » FESR HE ELE, PEP, | 

的 ,是 遗传 基础 的 成 将 的 (相当 因素 的 ) 和 互相 排斥 的 发 育 可 能 性 之 一 
的 实现 。 当 出 现 题 性 时 ,一 种 可 能 性 比较 另 一 SLA TT AEH, IR 

PEAT AIO EPE Ko 

PERE IISE — VEAR” SL Pe ey WHEL. hve AT AL TEMA T | 
Pi AC 1 FE BE PS BEAST AN AE FE LUE J Hs ENG EDR, BLT 

以 预先 知道 F, He PRN BETTE BT DFU Ss Ee PRS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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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春 性 的 ̀  早 吝 春 性 的 、 牛 冬 性 的 或 冬 性 的 类 型 。 
妇 时 探 用 来 交配 的 两 个 品种 ， 其 中 一 个 在 工作 地 区 人 条件 下 是 冬 性 

的 ;而 另 一 个 是 春 性 的 , 那 末 ,所 多 得 的 杂种 种 子 在 春季 播种 下 ,将 遇 到 

宠 何 的 发 理 基 础 中 所 具有 的 “ 春 性 ” 可 能 性 的 发 育 之 必要 休 件 。 春 性 ” 
HE Le Ae PE BEB 
© LDR TDP BE phy ths HY DUPE LE 4 Ze PEE Ba PEE FF es BE 

BRS “ARE” SAH ED SSR BY ee RET HE 4p hs EE 9 LSB PEI Le 
WER PE CLS. BARA BELTS AEE OIE B “IRAE ATE 

HUMES NOTRE, FRPP ETE Big BEY, APT IEWOTT HE 
性 ; BRAC MERE , Wo BET ARS SIR BS LAG GE) 

ALBIS AEHE ey) ZEAE ABEL ANF NOE» FESR T PEIN HUE: 

‘HRRBREROM RA, Rh—-AERLRAT LEM, TS 
ERT RL, BA, SMEARS 
代 了 ,在 同 榜 的 休 件 下 ,早熟 性 将 估 优 势 .第 一 代 将 孙 运 扯 最 早熟 的 条 
ABSA MALES Pe) 

iS A — REE ERR IRE CADE a I EE, ED 

不 应 当 在 以 和 后 各 代 中 期 望 出 现 比 在 第 一 代 中 更 早熟 的 类 型 。 
李 森 科 院 士 写 道 :在 以 后 的 任何 一 代 中 ,都 不 可 能 到 育 出 比 寺 了 ， 

本 身 更 早熟 的 类 型 。”( 必 三 ) 
杂 果 第 一 代表 现 得 比较 我 们 所 需要 的 更 晚熟 , 那 末 , 过 个 粗 合 就 崔 

党 在 第 一 代 中 淘汰 掉 。 
李 森 科 院 士 指出 : “SET EMSRS FARBER 

广 一 : 李 森 科 : 农 业 生 物 学 ,1949 年 第 5 版) 第 100 页 。 

tbs - 

c=: 同上 ,第 106 页 。 



有 关 过 一 点 的 各 种 文献 查 料 ?都 完全 属实 演 个 原理 。?( 和 ) 
但 是 检 种 第 一 代 也 使 我 们 不 但 可 以 根据 党 养 期 、 而 且 也 可 以 根据 

很 多 有 轻 济 价值 的 性 状 来 制 断 以 后 各 代 。 
pe 

皮 粗 厚 的 类 型 ;这样 的 淘汰 使 青 种 允 程 大 大 加 速 , 而 且 容 易 进 行 。 | 
在 日 丹 诺 夫 院 士 的 各 次 试验 中 ,第 一 代 中 种 皮 粗 厚 的 类 型 ;也 在 第 ， 

二 代 中 保存 着 泛 种 性 状 ;第 一 代 中 年 皮 不 粗 厚 的 类 型 , 则 产生 种 皮 不 粗 
厚 的 Fy; 过 一 点 可 以 从 下 表 中 看 出 来 。 

种 皮 的 粗 厚 程度 (百分率 ) 

第 一 代 a ELS — 14 (BM BU 
47.4 48.7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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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3.8 43.7 一 一 45.3 

42.0 42.3 一 一 43 .4 

41.0 2 

39.4 37.8 一 39.8 

35.6——38 .6 

第 二 十 区 FER 

EA Hy FAV is HE UME PSOE Ly SS ALL 
Sep TEAR EL) ARE LER eB CE DE A a a 
BAG E TD ABN » 45 LE SLATE SE A oT He 1 I 
BGP DEA BAW » Se AD Aa OD LE sy BI HR ME A 
Pings HH CEB. 

iS IAs aN PRL SI, BURR BRS Ok EE 
a en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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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 成 廉 斯 和 李 森 科 。 
扰 性 杂种 证 实 了 米 丘 林 遣 传 学 理 痊 的 正确 性 ， 扰 性 杂种 是 从 形式 

遗传 学 的 立场 、 从 染色 体 遗 传 性 理论 的 立场 所 不 能 锣 解 释 的 。 刘 联 科学 
家 天 大 无 性 杂交 的 巨大 实验 材料 ， 特 别 是 最 近 10 一 15 年 来 的 实验 材 
Pb HAL RAW) TEMES NG FE Fe TT HEE TT ALG SAS ee 
可 能 性 的 那些 科学 家 们 的 观 黑 ,以 毁 减 性 的 打 整 。 

过 泵 坟 不 但 只 篇 无 性 杂交 是 可 能 的 ,而 且 着 重 指出 无 性 杂交 的 例 
子 将 改 约 科学 家 们 对 於 有 性 生殖 的 观 莱 。 

BK WES ESC GE Ze Al LE HT CEE EA LE 
POH AULT ASS ESL Lt Ee 

fe EAB AT BR 9 YE 9 BH a AR LP A BEEBE HBL 
PAN Aa y LEA LY EAS ERS RFE EEE HS 
本 的 根 的 构造 ; WT ARH BES we A CLR TOTES OATS HY Tk AS 
BP a BA Hi EA ERNE RAO BUR SE a 
gE 4 EAC SE AS ALE C9 9 AE ae TE AT EN 

SA LG PERMITE Et SH, 
kG ADTFE MH TB CO BE SEE (SB BE _L TEI 

HOSE HY TEAR A ENE HIER 
JK PRANAB] YT AEE MEZS REPS He BE PENG BET EAD 

SAE T EEA, AAS TPN 
FAL: BN LIB AE + HEBER BLE TELE aE PR BT IE 
MESES ACSA ESE ES SEE AS AS I A PB 
产品 种 。 

KAGE OTF Es EH TTT EM, BES: 
Se EBL SARI SS HL » RNS AME BS Wg Te AA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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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L TE SHY DSSS A OA, SRM STE 
性 杂交 的 方法 不 可 能 获得 的 。 aa 

HAE AT SELLE T HEN), tb DRERRSS LES Bey 
Tiga (St—-) | . 

Ze Fi PSG Bk HS SS PE Py RO eB 225) 
AE CAE (GSE RAZ 3S ROP _L TG RAFI OK PR 

解释 了 过 个 现象 。 
“仅仅 根据 在 实际 园 刻 工作 中 ， FEA BSE an BA PE 

未 上 , GR BET DS RE IME IES BRETT 

能 性 , SEBS DC REEKKAT RT a RI, BR 
st FE: EAH) y ER Ay PE FLEE IU} » RA ROT AT EOL 

SA HRAG A; BRM BEA IME PPE MEAS AR 重 

{3} —— REAL, BR PE SES PRY, Ti BSE 里 
tit SCA A AS 9 os BE —_ at RABRHMREH, DW” 

Som Rss) 2 一 3 年 生 的 砧木 (野生 种 ) ARRAN E SEES 
fT RGSS Fi BL BRL WUP NY, (=) 7 

KEAMLE T OREPARRBHOEREPEA TBE, UREA 
STALE SRE, LSA A TE 
中 。 

但 是 那个 时 戎 的 生 物 科学 过 不 知道 有 机 外 的 琉 青 中 有 一些 重要 的 
质 和 时 期 。 | 
RARE “TE ee 

85 y EL BIAEAE YEE Jin HUIS 9 EPO ES BEY BLE A DIR, FREE 
a 

注 一 : KEARSE, HAAS , AES RL ES EE HH CL y ate ro 

sE— > 全 上 ,第 389 页 。 



第 一 篇 ”第 三 章 给 交 165 

BBA AH RN es A OT HE BUS LETT He) 
在 李 森 科 院 士 的 颌 半 下 ， 大 量 有 关 无 性 杂交 的 实验 工作 正在 进行 

着 , 禽 实 际 工作 指明 道路 的 可 车 的 有 效 理 论 已 经 被 研究 出 来 了 。 
ASSERT HUE HORE EEE, MURR TY (SPSL ME OEE RE 

可 能 性 矛盾 的 很 多 事实 。 
汉 个 理 花 苯 明 ;植物 有 机 体 的 发 育 通 程 是 由 一 些 个 别 的 \ 顺 序 和 进 行 

的 发 译 阶 段 来 粗 成 的 。 
完成 了 春 化 阶段 的 有 机 苯 , 在 进一步 进行 扰 性 杂交 时 ,将 不 再 重复 

通过 春 化 阶段 ; 放样 的 有 机 体 已 经 不 需要 那个 已 经 完成 的 阶段 所 需要 
的 阶 退 。 因 此 李 森 科 院 士 指出 :“ 已 经 形成 的 蓝 果 树 品 种 , 可 以 而 且 也 必 
PUSHER, FARBER MASE BRS. HK, BAe 

«PREM. RAACRHOARE BLASER, ie 

FF, -TSLRPX ARSE ALG, BSZRBAC 

Bo ERT (=) 
根据 和 过 个 原理 可 以 断言 : Ae BL Ie REE DOE 

株 ; 如 果 越 幼 龄 , 影 澳 就 越 纺 烈 而 且 越 有 效 。 相 反 的 ,希望 从 其 上 取得 某 
” 些 性 状 的 那些 植株 ;应当 上 比较 老 些 ,应 当 是 中 年 的 。 演 样 的 砧木 圣 於 幼 
其 接 株 的 影 澳 将 比较 苦 烈 。 

此 外 ， 李 森 科 院士 温 作 了 下 列 一 个 极 重要 的 指示 :在 嫁接 先 本 已 经 
: 疗 合 的 嫁接 物 上 ,应 当 按 照 眠 定 的 任务 正确 地 调节 药 的 同化 活动 。 

“和 需 了 过 一 点 ,可 以 把 要 改 溉 其 本 性 的 那 一 嫁接 村 本 的 革 子 搞 掉 ; 希 
望 从 其 上 取得 某 种 性 状 或 特性 的 那 一 媒 接 村 本 ， 则 座 当 完全 保存 革 面 
和 枝 。 

BE— 2 ” 格 各 森 科 :植物 的 无 性 杂交 ,1948 年 版 ,第 39 页 。 

BE: ” 李 森 科 : 上 农业 生物 学 ,1949 年 第 5 版 ,第 48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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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过 种 情形 下 ,除去 自己 的 同化 表面 的 接 株 ; 不 得 未 鹃 跑 奎 未 所 移 
造 的 养料 。 

李 森 科 院 士 写 道 :“ 芍 得 无 性 厅 种 的 百 牙 率 , 将 淡定 大 实 验 者 的 技 
巧 ,次 定 於 能 和 否 茂 追 嫁接 枝 玉 可 能 多 地 同化 ,要 使 其 特性 传 葵 嫌 枝 的 
那 一 品种 所 婴 造 的 营养 物质 。 实 验 者 必须 克服 嫁接 枝 A OS 
Ly DI ie ELA BS EEE (BD ARSE) (HE) 

SUT BBP TAL Ne TART OER HT My (BA) » LA 
A OA SEI SE» VLIS PERE » FR A A I A 
不 可 能 交换 ,因而 核 的 染色 体 也 不 可 能 交换 。 过 一点 十 实 了 地 森 科 院士 “ 
AEBS HAVA MAREE, WATER 
SEP Hy Ye Ce BS PE ER 

PEREZ ME T Ay SEE ED th KO ee 
SRC PEA Be Hy AB IAL TE LEH BE HY ER. ee 

着 。 
新 嫁接 技术 的 发 明 ,实现 人 接 的 最 适当 时 间 和 方法 的 发 现 ; 不 但 所 

大 了 参加 引 交 的 作物 种 类 ， 而 且 也 扩大 了 应 用 无 性 杂交 所 要 解决 的 任 
务 的 范围 。 | | 

AAC DUA GE BIER, BAB CRATER 
G0 5B ER FS en DSA, 

SAT DHE WAT AS, tT DA SE 03” 
ei BARE NY TESLA PRY BE AS EFF ZC E 

李 森 科 院 士 作 出 了 一 个 烙 论 : ROPE MERE EL By PRE A 
区 别 ; 正 像 用 有 性 方法 一 样 , 藉 助 让 有 效 的 嫁接 也 可 以 使 谷 代 夫 加 任 
何 会 遗传 的 性 状 和 特性 。 

gE: 李 森 科 : 农 业 生 物 学 ,1949 年 第 5 版 ,第 490 页 。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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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森 科 院 士 写 道 :“ 扰 性 杂交 的 实例 ,清楚 地 指明 , Ie I WT PE 

甫 生物 学 中 一 个 最 重要 的 现象 : 生活 人 条件 ,外 界 环 卉 人 条件 ,如果 被 生物 

PES Ra LARK, PERE RLS Ps BB RE.) 

RENO, RRR TEBE OI —AE AIEEE RE BO 

BESMARMBA; 过 些 事实 已 经 被 苏联 研究 家 的 无 数 实验 奏 料 所 

RET, BER, OIF: RASA IE ERE AIX 

小 ,营养 期 的 长 得、 产量 和 烙 实 的 特征; 在 生物 学 特性 方面 ,也 发 生 了 广 

旋 和 重要 的 区 边 ? 例 如 当 植 物 病害 的 抵抗 力 、 对 串 害 的 抵抗 力 等 等 。 
如 果 襄 ,在 无 性 杂交 工作 的 初期 , 实 秦 的 对 象 主要 是 具有 粗大 和 肉 

查 的 攻 的 作物 (当时 工作 的 允 俏 主 要 是 茄 科 植物 )，, 那 末 ， 现 在 已 经 发 现 

洒 在 禾 本 科 和 其 他 各 科 植 物 中 利用 嫁接 的 方法 了 。 

无 性 杂交 间 题 的 研究 已 经 使 育种 工作 大 大 向 前 推进 ， 现 在 已 痉 可 

洲 应 用 无 性 杂交 方法 来 解决 各 种 主要 农作物 的 实际 青 种 任务 了 。 
我 们 将 讨论 这 种 工作 的 一 些 苇 果 。 

Ay BR PRAY DEE Hh FIR HE FT PER EE 

的 工作 。 

在 进行 试验 以 前 ,试验 材料 都 先 在 和 纯粹 播种 中 被 研究 了 1 一 2 年 ， 

下 来 检查 它 的 夭 一 性 ,以 及 消除 晏 花 传粉 的 可 能 性 。 在 试验 中 通常 是 探 
用 插 进 裂口 嫁接 法 。 所 选取 的 嫁接 秽 本 , 年龄 不 同 。 

”古木 对 基 幼 秀 接 株 的 影 玫 的 原则 ,就 是 嫁接 方法 的 基础 。 
忆 ， 格 拓 森 科 进 行 了 下 列 末 种 不 同 的 处 理 : 

他 在 生长 了 30 天 的 砧木 上 ,嫁接 了 子 革 状 丰 的 植株 。 

—s FEAT 30 一 40 天 或 更 老 的 植株 上 ， 嫁 接 了 和 从 生长 30 一 40 天 
RHR IR POS” SF 

gE: 李 森 科 : 农 业 生 物 学 ,1949 年 第 5 版 ,第 49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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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葵 胶 内 或 去 尖 的 莹 中 ,嫁接 了 刚刚 穿 破 种 皮 的 种 子 。 
(4) 嫁 接 具 有 年 青花 芽 的 花序 。 
番茄 果实 的 颜色 由 长 急 性 杂交 而 发 生 溉 化 ， 庆 一 性 状 的 溉 化 合 猎 

BAB FA on BER EL OLE FAR EARS Se i FREER EE 

5 TE Ei | 
爹 皇 后 品种 的 果实 是 金黄 色 的 ， 大 小 中 等 ， 卖 而 光滑 或 攻 微 起 入 
状 , 室 的 数目 相等 (3 一 8 HS). AEB, 

费 卡 拉 普 亚 品 种 果实 的 形状 是 局 的 ， 高 度 和 寅 度 的 此 例 是 . 055 一 
0.65， 大 小 中 等 或 中 等 以 下 ,颜色 信 秆 ,表面 非常 起 毯 状 , 果 实 多 室 , 品 
MPH. 

LENS ESTED ME SS RO eS 
PB RAL. : 

在 嫁接 的 那 一 年 , 金 皇 后 砧木 所 童生 的 果实 ， 就 颜色 来 说 ) 与 对 照 ， 
植株 的 果实 没有 区 别 , 但 种 子 的 数目 却 减 少 到 173--175。 

在 第 二 年 ,党 个 嫁接 物 的 种 子 播 种 个 ,产生 了 31 棵 第 一 代 植 株 , 其， 

外 仅仅 7 棵 植株 烙 了 果实 ,果实 的 颜色 如 下 : 
产生 金黄 色 的 果实 1 棵 植株 

TEE ALE RR reese rere 4 Rt BE 

FEAL PE ELDER BE eee Lee 

产生 黄色 的 果实 .re 1 元 植株 

计 杰 看 来 ,在 弥 技 的 那 -年 只 然 流 有 发生 是 靳 的 邦 化 ,但 是 第 一 代 
却 产 生 了 很 大 的 多 样 性 现象 , 演 种 现象 证 实 :植物 在 并 果 接 株 的 影响 下 | 
已 经 发 生 了 很 大 的 籽 化 。 

在 第 二 代 中 ,从 黄色 、 和 红色 和 深 轩 色 的 果实 产生 的 后 代 ， 苍 别 芒 培 
#3 H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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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一 类 都 不 是 纯 一 的 , 它们 的 后 代 都 重新 发 生 多 样 性 现象 ,过 一 点 

BI UGE PAPA. 

Se ig De AR higiG EA SE A OS — BR AR OR A 

A | PR ee OY 

jae | 臻 目 | 数目 | 百 分 囊 | 数 日 [ros on 百 分 事 数目 百分率 
本 

33.31 4 16 .|.62)5,) 1 | 4.2 

L7G dow 4 laitlObn Bt, Site, 41.) 72.0 

= at 135 60 | 44.5 10 7.4 
2 

Hs ARATE HH: SRD PELE C6 Hy TE ABE AE THR, SE BA PE 
yy Be BA VEE BE WS THES BR 5 AEE EME ZS» % RERPEL 
型 常常 牙 风 出 题 性 类 型 ,过 一 点 是 与 在 有 性 杂交 时 不 同 的 。 
把 在 下。 中 兰 生 黄征 色 果 实 的 植株 的 第 三 代 加 以 牙 析 ;得 到 下 面 

hose FR, 
金 皇后 x PAT OE = TORE OR 

‘a RAD A HH Be A 

黄 的 | % (marty % | ay | 多 
6 | 21.4 50.0| 6 | 21.4 
9 | 26.4 41.2] 11 | 82.4 
3 | 25.0 75.0 
8 | 72.8 27.2 
6 | 60.0 | 40,0 ! | 

1 
5 

70.4 : 11.1 4 

15.4 8 

45.5 1 

30 

| at 

| x 
| 黄 
| 
| 可 
| & 
|# 
| 黄 

合 S|/S3SS33 33238 



170 BATH] PE PD Fo PEE 

He AS ARAL GIDE 1 : — APR HO PP SAE BM PEE AR 
CH SLE Ze CLAN CH BEE OE UE 5 A STR : 

OH SLE REE ORIN EF WARS T SPT en 
Sey DAE BF SS Be HP FHI 
BAB x St Re HE AOE BS DT se I NU 

By fe OOS HE HK ay BB 
‘Fy sane tba) ————— | 7 

数目 | 黄 的 | 多 Mac) 多 | 和 的 | Ra % 
黄 的 1a87| 47 | 16.4) 296 | 78.8 SU ‘Oe a7 

Ke ty | 485) 63 || 14.5] 338 | 77.7 TL), B4* O27, 

ac.06CUKCOY | 208} 22 | 10.6) 184 | 88.4 #0) +) 会 | 

@  #& #3 | 200} 22 | 11.0] 169 | 84.5 4.0 | ito 

ar > Ra do ae 1.6] 19 | 28.3 62.7 5 | 7.5 

em og fy] 874° 2°) 2.3] 14 | 16.4 27.6 ; 47 0 

合 计 16° | = | ‘ere 

G5 Sta x ARAL AG NEARED EET GA ICL GAR UN 
上 

fr Oy A AR Oy BEB 
Ft Ren ee 

KA. st Zo. \BReLH| %, 

5.3 | 433 | 92.6 

. 
黄 的 | 468 04) 3 1m 

1m #& | 302 2.3} 294 | 97.4 i ae re 

i wR By]: 117 5.1 | 110! 94.0 GH] | @ [tig gf | 

f@ x 8y| 187 — | 137 {100.0 ea eS 

# 的 | 285 11.5 | ;30131227 | 59.2] ,39 1)16. ef 

mR i 的 | 158 19:0| 14] 8.8 9 | lll base kaa | 

合 和 由 4i7| 95-1 一 os 一 Gr Ih teal | 

每 BM 数 | 一 | 二 | er] | mo] 41) t08| |e 11.2 | 

6 505 DAC HH» PHILA A Ld POEL: & DEER H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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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加; 而且 大 多 数 的 果实 都 具有 秆 的 色素 oA EIST EAC 
”被 研 究 着 ( 见 上 真 第 二 表 )。 
“全 俊 兰 生 黄色 果实 的 植株 数目 ,降低 到 6.7% 

群 亲 的 材料 证 实 了 媚 定 任务 的 完成 (过 项 任务 就 是 用 急 狂 杂交 的 
EERE MERIT HE) | 
PRS pe Rt, BRET LULL SEI, SCRE 
定 : FASRUMEAEZE HY Te Be» AT DEEPER OOS PEE REAR it ELA 
BY FORE UBS APE PE AR 

Fe, BE» INCE A a lg BE AH Se Le gE BT 
BETAS EE 5 AES ACRE BH HELLS Hy SEE EE AE mg 
型 遗传 性 。 | 
BORA TBT Bi HERBIER, MEE 

PALA HTH REBAR IEE A SE i AEA 5 BULLET 
AAT et Ho BI IZER 

小 区 上 三 区 重复 试验 的 平均 (单位 什 殉 ) 

hE OR | 成 熟 果实 的 产量 

金 皇 后 X 费 卡拉 调 亚 (具有 深 杠 色 果 实 的 ) 

直人 金 皇后 x 末 卡拉 次 亚 ( 具 有 粒 色 果实 的 ) 

会 皇后 X 费 卡拉 府 亚 (具有 黄色 果实 的 ) 
»| 全 熏 后 -一 -对照 

.小 恬 卡 拉 音 亚 一 一 对 有 照 

HERR Hs AS PR AY BS WES SE BE EE EE a THRE 

RS 

在 一 般 产 量 和 商品 产量 方面 ,都 大 大 超 退 原 娠 类 型 。 

| 查 秒 载 类 作物 方面 ,也 进行 过 相当 多 的 工作 ,用 无 性 杂交 方法 解决 



172 田间 作物 育种 学 及 种 子 繁 殖 学 

了 各 种 各 要 的 任务 。 

禾 本 科 植 物 的 构造 ,使 嫁接 工作 很 困 闪 进行 。 BOS ay 

Feta GR). 

禾 本 科 植 物 的 嫁接 基本 上 是 把 一 个 种 子 的 胚 移植 在 另 一 个 禄 子 的 

胚乳 -上 。 移 植 的 技术 必须 保证 能 够 很 好 地 和 正确 地 切 下 胚 来 ; 切 下 的 

WR Ee as EARS (SSE) FS et PS SFL» Dai EF 

的 胚 接 在 不 同 种 子 的 钱 FL LE a AS) 
As hee - 

fl BU EC RAC TPR A EH» A A I 9 SE ASE EDM 

PAM SARE MAG ils DR FERC GEER) Be FES FL Cha 

AR) WED Tit. 

iH» 7p — A Be EIR ES ET PERS TARAS — tin BY 

PEFR Bey HE; 另 一 些 坛 三 家 则 用 腰 水 来 黏 固 胚 ; 在 上 证 FLAS) 
的 剖面 作 了 一 些 切 痕 ; 等 等。 
AAR FEM FL EMRE PDFs AREMSH 

PBASR NRA, RRC Hh Ra BS A LOR A 
She, ALMA Lt 4 BE LENE Pe BRA A, Ti AAS 
SERB E AI 

SPS RL A A ML RS RY EE CEE A 
科学 院 遗 传 吾 种 研究 所 生理 学 实验 室 )。 
种 子 在 嫁接 以 前 先 在 水 中 浸 4 一 10 小 时 。 径 过 4 小 时 膨 腊 惩 ; 胚 就 

A GFL WS FL Bi LED TH DA TLL HS FR SH 
吸收 水 牙 。 
Po 

抵 来 使 种 子 乾燥 ,然后 再 把 胚 切 下 来 。 
把 种 子 放 在 玻璃 上 ， 腹部 GRO 向 下 ,用 食指 的 指甲 地 轻 按 住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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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 PRBS FA TE BE FA FAA DITA SK Se-B)I  NA TD y CR EWICA AL 
BU ETS TI SCTE LF 5 Ti TUT AEF BL TEM TART. BRA 
3a PE CES Ho ERE » FH TTA EV» HAE OG Ba A WS PLE 

TBE IE sb AF, 
OT RWG REIN _L » HT a 
AETEAADSDAR » MELE TIMBRE TE 1: 2000 的 赛 力 散 溶液 (有 机 

SACD) HAY BES WE PL AR) WOH TH LE BE_E DLAI th EF SE 
AA IE. 

SANT ad Ry AS ETE ESV Ac AY WSL, De PR TD » 
PUTTER D BOA HINT MMII LGW, BS 到 EAL 
EAB Ty ACHE | RE SIE HE NAR — BE, SENS ATES ID RF I PL 
WER 5 SARE AP ALT HY EA 5 EA) FA LTE WT 

PRR AT CAERE_L PLEIN PRS Ey 
Ha BN 5 WIAD WIE «RNR: Wy ET-AAS TELE Ho 
TEE TAG JIT HE A 9 BBR AG ES EAS HWA EA SE 

SOARS AS LENE IME ENS HIRE 4 1 BEA » AAS DL NE 
REE HE EE. 

PAVE » EAT BNR: SEAT A ET, AS TES 
FE Fs BER — PE 

SAP IEE — (ON F-e BENS — BE 
在 把 甲 品种 ( 接 株 ) 移 植 在 乙 品 种 (砧木 ) EIR RAPE BIE TB 

AB 5 WS BL 和 乙 品 种 的 胚 。 在 探 用 反 歼 移植 时 ,我 们 没有 抛 秦 任何 东 
西 5 因 移 我 们 在 把 甲 品种 移植 在 乙 品种 上 的 同时 ,也 把 乙 品种 移植 在 甲 
品种 上 5 实际 工作 表明 , 反 夏 移植 的 工作 最 好 由 两 个 人 来 进行 ,他 们 可 
DLAEAFS BD RAHI WE BE I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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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一 次 取 来 进行 移植 的 种 子 ， 数目 应 当 了 确定， 例如 每 次 5 粒 或 10 — 

粒 , 演 些 种 子 在 移植 和合 也 要 成 堆 地 排 着 ， 过 样 将 使 工作 淮 行 得 较 便 利 ， 

Ti AE A ANSE 

FENEFT We) B SEAS RE HE CF PRA TY Be BEE EER AS 

法 ,必须 先 使 砧木 和 接 株 栽培 在 一 起 ,彼此 离开 不 这。 党 砧 本 和 接 株 上 

形成 全 -5 SEF BUTE EASE ES BITES EDO > 和 两 个 切 

口 彼此 相对 。 切 口 长 2 一 4 厘米 ) 深 1 一 2 毫米 。 使 雨 个 植株 在 切口 处 彼 
此 接近 ,然后 用 柔软 的 秀 皮 森 孝 。 婚 过 5 一 7 天 和 后 ,砧木 和 接 株 就 完 公 半 
合 ; 在 净 合 以 前 两 个 植株 都 在 自己 的 根 上 生 甚 ;放样 将 保证 一 切 尹 接 ， 
植株 在 普通 的 田间 条件 下 亲 乎 完全 存活 。 

在 净 合 以 知 ， 把 嫁接 盛 下 面 的 接 株 的 著 以 及 嫁接 处 上 面 的 砧木 的 
荣 切 去 ,后 来 , 接 株 就 在 另 一 品种 砧木 的 根 上 长 炉 进 一 步 发 育 。 

豆 科 植物 的 嫁接 应 党 在 2 一 3 片 于 常 革 的 时 期 内 进行 ,方法 有 两 种 : 
(IAB OIE SEM HURMMAME: 把 砧木 植株 的 上 部 切 

去 ;在 留 下 的 荃 上 作 了 一 个 模 形 的 裂口 ; 棉 形 的 尖端 向 下 。 裂 蝇 的 未 端 
FSS OAR PEDO, BRAUER UE RE BEY 
未 端 是 一 个 薄片 。 然 后 把 接 株 适 当地 插入 砧木 的 裂口 内 ;使 接 株 的 下 器 
薄 片 部 从 恰好 巡 到 砧木 的 绝 裂 攻 内 。 砧 木 与 接 株 的 连 糙 不 要 用 落 布 都 
茜 , 禾 布 的 一 端 浸 在 水 中 ; OAT RET Bs RE HE 
接 不 。 实 跤 表明 ,每 一 次 切割 卫 所 用 的 闽 刀 都 永 当 浸 在 水 中 ; 创 切 后 的 
EFM, TEBE AT ee tek | | 

(2) SSE TSM Tee 2 一 3 片 革 子 的 时 期 内 探 用 ;把 
砧木 和 接 株 栽 培 在 一 起 ,彼此 距 婴 2 一 3 厘米 。 在 开始 嫁接 时 ;区 在 砧 林 
和 接 株 的 著 土 相对 的 一 面 ) 苍 别 作 了 一 个 不 深 的 绝 切 口 * 使 雨 个 植株 在 
切口 处 彼此 贴近 , 然 合 用 柔软 的 材料 都 森 。 在 辣 以 后 ,把 交 接 碟 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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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 DADs UL AED HD A 
PEED OI eRe, BERR ER II RLU AD 

TRIE BEE LL DET GILL AE Ae BK. WOR 
Ses A LG AU TG ADAG DEB a “RF OP 5 He ACRE DET Si HH ERE HE BE 
TRAE AR AS BU BIG H Os SE HONE J SEE IR TL FEES 5 OT EFE 
Fi; MEA 5 PR eS AD SE EY «HR MOE 1 HE RS 
BRR FETT. 

(Hebi BER RIC ACE MEINE aL Se PY DZS hs HEP REL 
EAS) 5 ABT SABRE“) ENEMA» SE MEET T AS PU 
Cor Se tea eee 
| FERIA TAFE eth 5 Hh AE EIT Ser 62 的 胚 被 移植 

SBYAMRIE (19 WS PLE AEE AB FL LBS Batty) SoHE PEARSE > 
QS A Ey AEN ROL AT ER ELC » EI ELS» & BES BEB 
ARR MARAE D OT ME T ESA SIE Se 

aE SR RIE GAS 9 TEE“) EO A THT 
ABELLA CEE LSC LL BELT BER 5 EAT DIGS Ber HN a (BE 

@NR YA hy WF A 
laren aw 

下 上 gpiesisetioo(anang) :| 2.844 | 2.434 | 13.88 | 8.812 | 60.56 “= 232 
留 捷 斯 先 斯 62( 媒 接 的 ) | 3.409 | 2.810 | 16.02 | 4.191 | 56.22 | 2.446 

FE PREBBLE Hee BEBE TB TSF SRE Ee TG WEL SE F 

PAR FE 5S EA ROR Te, Be EE eS EE 

|—CrBRRRURETIN, BRE SRS Ema SS 

OSE REMEDUFCRTAR Rk: RAB OR ETN, Je OGL RT 
Fe i ACH , 19464 , 第 1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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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接 在 早熟 的 早 玫 现 品 种 上 。 在 净 合 以 前 ? 砧 未 上 上 留 下 2 二 3 片 华 

FARE EG HANDEL APL, PEACHY CD ERENT 
和 颜色 方面 ,第 一 年 就 已 经 观察 到 两 个 嫁接 村 本 的 相互 影响 。 

植株 的 重大 炎 民 ， 块 薪 的 形状 和 颜色 的 和 绝 翼 ， 一 直 保 存 到 以 后 各 

年 ,植株 的 内 部 特性 也 发 生 了 符 化 。 

我 们 将 引证 杂种 泪 粉 含量 的 次 料 。 

WOAH) |( 单 从 每 公 叶 公 溢 )| 三 年 床 的 平均 走 量 | 
1942 年 | 194348 dz 年 | 1943 征 (单位 每 公 贰 公 拟 ) | 

20.2 

25.1 

25.8 

无 性 杂种 4.00 13.7 | 22.6 | 26.8 | 48.5 225 

BIEN SERA, BURR 
iE,» SRA RACH PIL a hh DARA 8 TR 
Fy CLES TEL SE Ey OS A A TE 
高 些 。 

日 天 庄 夫 院士 发 现 了 有 抵抗 也 翘 列 当 能 力 和 人 无 抵抗 B 翘 列 沪 能 力 ， 
的 并 接著 本 之 间 的 无 性 杂种 的 种 子 后 代 中 抵抗 力 的 区 吉 。 

科 别 里 基 耶 夫 斯 基 在 沙 季 治 夫 育 种 站 进行 送 麦 育种 了 睹 探 用 了 扰 性 ” 
Me AE WET A BUR. BRR 

BEATS JE BILAL BRIGG A PGI, ME TF ESN OS 
JPA SRPEMEAE EE abe Bg 1—2 对 革 子 的 幼 苍 植株 嫁接 在 比较 成 年 
HSE TI AS (EERE 30 一 35 天 的 植株 ) 上 ,然后 用 从 同样 的 嫁接 物 士 取 
SEUNG. LENA LET RE HEIST RTE, 
FR 8 BAER AL, ROHS SL A 

a 

ee 一 

| se ee eS on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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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oo 一 ~ 一 一人 一 人 人 全 个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在 进行 型 糖 甜 荣 棉花 、 Jc BLAIS eats PLT TEE 
BEA AL AAC BE RABUN » BEBE SE BL BLE OU HE» PELE T 

Le EIRARAS EY SOE AME Be: HES MPLA SH is Sk RE SAT 
交配 性 ,过 一 点 我 们 在 上 面 已 经 指出 了 。 在 过 种 情形 下 ,无 性 杂交 是 被 

利用 乱 预 先 的 图 性 渐 近 法 ,以 及 被 利用 来 次 得 具有 动 的 遗传 性 的 类 型 。 
故 联 科学 家 的 研究 工作 和 育种 实践 情 常 合 人 信服 地 证 实 了 米 丘 林 

理论 一 一 创造 性 的 区 蕉 埃 过 泵 文 主义 -一 -在 无 性 杂交 间 题 中 的 TE Be 
性 。 

现代 的 任 锣 是 把 无 性 杂交 法 广泛 利用 从 实际 的 至 种 目标 。 
迁 行 知性 繁殖 植物 的 育种 时 的 工作 特点 ”我 们 将 简单 地 旨 论 进行 

无 性 繁殖 植物 的 青 种 时 的 工作 特点 。 
猎 性 繁殖 的 方式 非常 多 。 枝 可 能 从 植物 的 各 个 不 同 部 牙 和 器 官 中 

BEA, HPA OG SET; EE RR HH We RE RE UO VB TE ts 
PRAGA BE id BPE RE BX, TEAC ES ER 
着 。 

很 多 栽培 植物 几乎 仅仅 被 认 估 用 儿 性 的 方法 繁殖 着 。 
且 可 夫 斯 基 院 七 列 村 了 下 列 用 无 性 方法 繁殖 的 植物 : BSB BE, HE 

i DEAE a AS eS EE HH, 
ADRS EA ALAR PH LS TEP KAIRIE EA 
Rik ELIT ES 芍 药 等 等 ) 和 很 多 其 他 植物 。 

ESE ANS PA) LUS REAL) ,即使 是 杂种 原始 植株 进行 无 性 每 
殖 蛙 ;我们 获得 了 在 遗传 性 方面 相当 和 纯 一 的 人 后代, 过 种 后代 叫做 搬 性 采 
或 学 系 。 

寺 。 实 史上 ;后代 纯 一 性 在 大 多 数 情形 下 表现 得 极 清 楚 。 
出 当 我 们 在 理 种 中 几 用 有 性 繁殖 法 上 时， 两 个 在 遗传 性 上 不 同 的 有 机 



178 iN FE Pos AS 及 种 FRIES 

(ORAL, DUA Asa Y AC EE, IE ARE Sore 
8, SS RWTE FE BBA IN F 1 BR: EBLE EE 

一 步 播 稳 的 优良 植株 ,在 有 性 繁殖 后 代 中 重新 产生 多 种 多 样 的 后 代 。 在 
怠 制 交 配 了 时 ?党 种 现象 更 常 发 生 。 

SSR 7 es. CE TR ER 

SRE MAES MEK : 
His PANS 5 SES Hs ESE IA RS 
FEMEGT AOE 2 BE ea ee 
damnpuablahleletnaienaalabinieints veibsesce88 

HSE PE ALIS HUE RATER, PRESS SSE HRS CT DT 

FRSRUES OD: ME FEF ERS 
和 无 性 繁殖 的 过 利 富 足 特 性 ， 使 我 们 能 狗 和 从 任何 于 种 有 机 体 芍 得 上 | 

RN SE RET SM 过 就 是 天 

繁殖 植物 育种 工作 方法 中 的 特点 。 

第 二 十 一 区 “人 工 自 交 法 在 育种 中 的 永 用 “ 

人 工 自 交 ( 近 和 繁殖 ) HAA, EMER TER eer EB 
多 代 内 蒙受 引 制 的 自 花 传粉 ,因而 发 生 自体 受精 。 人 工 自 交 法 的 所 态 者 
(PSEA TS Pi aE Sa EAS HY BER «AEE SY Ea BE EE» SRE 

BS PEMD HL » BBSRC Ms WAAR SME AT ZC ME» EPS EAR LE 
ft, EBLE ACH BARTER S BIE FE ea A, EAB 
传粉 品 征 ,不 论 在 形态 学 上 和 在 生物 学 上 ， ee 

ESS RSE BS SRE OE | silk 
J A SEH PC HE EI ATC RSE A ODAC 

$222 CUTE AS HE A I — PS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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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 一 ee ee eee ee ee ee 

和 或 日 鞭 的 同一 个 粒 盘 的 范围 内 ) 各 个 个 别 花 采 之 天 进行 遇 花 传粉 ， 

部 未 在 这 一 代 中 ,就 可 以 观察 到 苦 烈 的 允 样 性 现象 ;出 现 了 畸形 的 植株 ， 

HS Tey TE AEE BN, BES 
AEE ic UL ee RR TE UR, 

PERRIER TEM RE URE Ae 
FEE LAE, PLE ERIE BEAR PS Be AS IS TN HRS 
WEG A, WARS LEAR, AEC A 
PEEP OEE TT HEPERT) T 
© WYRE Fe EGE OBS (AT BS) IH SE AE TEE RAI 

HRA, SE — BEE ee A EY 2S A REAR ("]} B10 J BE 
2 —_ 解释 成 过 种 方法 的 主要 优点 ; PMR, ATE 

AAAS” RE, ATL A BERGE “Fhe” PEE, eR A 
SAAR, EOS FEDER S Fy TEMPS OK ER TE 
HR HERE GER TY SATE Da RA ST Aa A» SE ST PT SL 
RADA. 
ATE EE ROPERS BESET EAT EOD Ve 
BSB; WE. ARES ORAALAREWSERS. BMAL AR 

VIG DE By ERE BR UR SERA ER 
有 新 的 实 贵 品种 
疆 ， 击 藉 应 用 人 工 自 交 法 的 多 年 工作 的 精 果 GRE re EZR 
一 糖 甜菜 和 其 他 作物 )， 个 别 研究 家 合 鸭 创造 了 很 多 各 种 各 样 的 类 型 。 
FEAT AGI Le TE ne LH 
ERY Or ER i 0 TREO PRT LE A wy 
FABRE, 没有 一 个 品 年 的 产量 趣 得 上 原始 品种 。 换 句 话 培 ,用 态 
蜀 自 花 优 闪 的 方法 育成 的 一 切 品 征 , 都 以 低 的 单位 面 入 兰 量 LA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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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 ERIE PSI SE SE IE (BEI IC TH) HYPE EH ZETA 
PF PA He ABE] 9 FINE LAO, Fa ef SEP 9 : SE 
增加 ,单位 面积 产量 逐渐 降低 , 个别 植 株 的 日 位 面积 产量 下 降 汉 标准 品 

种 的 10 一 15 多 ( 莫 罗 佐 夫 )。 至 大 冬 黑 麦 方面 ,克拉 斯 组 克 根据 避 研 究 所 
的 材料 指出 :“……: 由 世 茂 制 自 花 传粉 的 烙 果 ，, 墨 麦 发 生 显著 的 退化 ， 
位 面积 产量 化 人 地 降低 , 绝 当 重量 和 种 子 发 芽 率 都 下 降 ;……- 径 过 人 
Fie Hy SHYT PEAS oo EE) 在 对 出 糖 甜 匠 的 研究 报告 中 ) 郭 
洛 甫 错 夫 指出 :“…… 伊 凡 讲 夫 青 种 站 进行 了 15 年 人 工 自 交 的 研究 , 没 
有 狼 得 一 个 品种 或 一 个 类 型 ， 能 够 在 某 种 程度 上 接近 蕉 型 糖 甜菜 品种 
fy SER AY.” HEX) : 

ak EAE PSE Pte ES EPR, eT 
TE EY RFR EA PY BELA Hs“ STE (BB BRE AB ACL ZB 9 aD 
SR | SEL IICHORy Hs PBL Ake» DEAT B12 A BGM PE AS, BE 
Bri BNET ATA BER — BMAF, FIERA 
PORES, SRE RAY AA ORR SUR RIE AT 
BEEF.” GE) . 
HIE RAAT SEE, SSSA 

BEBSEGT LIENS ERI, AF ABLE ARB AE SA 
AbAPSVR AS AE OS PEL: A ER Ek 
FREI EACH 5 PS A EAE A ABA BU in R= DSA BR 9 EE 
725 (05 ct BE» SEM AE LTS TE PR A CE ACER) > 

H—-: 克拉 斯 组 克 : MRRP RAAT, PMSA i, 
1948 年 版 ,第 45 页 。 

RE: PATA MARA Bey 15 年 EC ERE, 1940 年 ,第 二 期 ( 炉 第 29 
Bt). 

GEE: 李 森 科 : 农 业 生 物 音 ,1949 年 第 5 he, H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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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 Lie Ae ie Lg ER EL COR HEED) » 
42 AP Ss EE WEAK ey ST LE BH A ZED EA BEB 
的 。 | 

TYE, FASE By Be ME FT By STE BT 
HE i AE FE AT SRY. EE AER 
PME AT ACE 5 MEA AE MC TES OE FEE » OE GAR EERE A 
ATH Sy SINS TEE CHAE FLAS PRB ES > ER gH SL 

性 就 越 贫乏 ， 当 长 改 克 的 外 界 环 卉 人 条件 的 通 应 可 能 性 就 越 小 。 信 经 发 
现 :如 果 杂 交 是 在 选择 性 的 基础 上 进行 的 ,如 果 母 本 植株 的 卵 秋 哆 有 可 
能 从 大 量 的 不 同 的 (相对 不 同 的 ) 花 粉 粒 中 进行 选择 , 那 示 ,单位 面积 兰 
量 就 大 卑 不 会 降低 ,条 种 家 系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就 会 超过 原始 品种 。 

李 森 科 院 士 对 基 由 共 近 屠 繁 殖 或 人 工 自 交 的 车 果 出 现 的 低微 兰 量 
FUSRAETE Ds HA » eT PRU ERE ERA | GE 
PUNE ye BA A EAE SE KB 

LIMA Ts ERE OBEN : GH Po te IEE AEE A-EIS 

PEAS, DDR HE ih I CRS HE EAT 9 EA HOY 
443K ERR.” 

有 机 体 的 生活 力 和 遗传 特性 ， 共 然 是 同一 个 活体 的 两 种 密切 相互 
联 壹 的 特性 ,但 是 仍然 是 不 同 的 特性 。”"( 往 ) 

得 传 性 是 有 机 体 仍 了 发 育 而 需要 一 定 生活 条 件 、 以 及 治 着 一 定 方 
向 发 至 的 特性 ; 只 有 当 躯 体 是 活 的 站 与 一 定 的 外 界 环 卉 条件 保持 篇 不 
YF} Fe AOE 5 扯 传 性 才能 表现。 在 同一 品种 的 范 围 内 ,各 个 个 别 
药 个 体 中 然 具 有 相同 的 遗传 性 ,但 是 在 生活 莽 度 方面 可 能 是 不 同 的 。 生 

cE: PRAT: EE MBH Se =F a A RSA BASE 

EB SHNE RAAB, 19494 , 5 6 1, HII, 



182 HED PERRET Sous 

TE Dy SB FT BRL, LPR EBLE ESSE CP CAS EAs Me IDA 
的 那些 有 机 体 。 : 

有 机 体 的 生活 力 是 有 性 过 程 的 产物 , 它 是 受精 作用 的 糙 果 。 由 基 
有 性 明 程 时 糙 合 的 性 彰 胞 有 所 不 同 , 谷 代 的 生活 力也 有 所 不 同 ; 由 大 在 
一 个 合子 中 的 不 同性 厅 胞 所 造成 的 生物 学 对 立 面 ;是 生活 力 的 泉源 ; 
SEBEL: CHISTES ERATED St 
HBG FPR OETET SS» VEL AC SE A SESE SEL» FE AT EE 
3k, FERS RATE ED 

过 些 理论 sie SR rE EBA OR 
际 应 用 之 基础 。 
ee et ee ee ee eee 

BHR (Silt RAL we SCS (hy BU AAS wh OR ESE 
BEM) CAE PLAS, WS TSR 
PR MEE FEE  E E HE A A B e B  BRS B FOEE PE 
$F ES BK RI PET RAIS ag 
CLAM AME RL aL Cee SER erace a tar sip 
SLAPUE GEES IE AEE WE SEES eR PE 
SEE AS » EAN Neu (SB ANN FN AES HD) Fe — is BS “eA 
EVEN RE K (dE RAHA SED EMS | 呈 本 二 全 

$5 THEA ES HE AE Pe WO FAT TS EAR PE BR 
FEBS PLES AE, DASE MBE, Bese 
Wake HY LAE SCA ALEK I 4 EL BIBS RGSS LEAS TA EB 9 ELBE 
AV ly We PELE SB AUN ATES MMO FLATT ， 4 

at: | RRA: Se SALE A cS SAP DS 

5 SMNE RRA EAS , LIAISE , HS 6 HY, H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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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RS AURA Ee LAE 5 DETR AD 
DEBUT Be AT HR BOL EAR 1 HR APRA 
SS) 5 DPA AEBTE (T1583) 5 GIP MURS He ATI Tg MP 
(relate 

| CEB) FERRE PD Ho EHS EH Td 0S EE TS 9 Gil FE PE 
Per Rear RHA 在 肥力 和 地 劳 不 同 的 地 段 上 等 
| 等: 
”  ( 己 ) 允 礁 各 个 个 别 植株 施用 不 同 的 肥料 〈 不 施肥 ,施用 质 ̀ 五 氧化 

三 误 和 氧化 纯 舍 量 不 同 的 肥料 ,施用 微量 元 素 等 等 )， 以 及 提供 不 同 的 
瀑 度 状况 ; 

《两 ) 把 原 站 植株 的 各 个 个 别 部 从 嫁接 在 不 同 的 砧木 上 (例如 ,把 盘 
etre as CE eee aa 
RE BAAE Dir BRI LEA TAL a we ed CE RE 
Bere — i EEN IRE BEE HEE RS LS PR 
OSB TET MMP aH) IDLE MNO Me AEA 
WA TRAY es Ha AREER SE AE ST (CE 

REE), BART FREER ee 
SRARERE. 

ATRVALATBRA NAL, RTA RERER Y 
PANO ABE) IF PE PRR ZEN EDIE RE) 
量 ”扫把 鼻 糖 甜 荣 的 块根 切 开 成 10 一 15 ip} (SEAR) SEES IRAE 
重 安 排 在 不 同 的 条 件 下 培育 :( 甲 ) 在 具有 25"- .30*C 的 温度 的 温 宝 中; 
CS) FEAT 5? 一 8"C 的 温度 的 冷藏 室 中 ;两 ) 在 充分 灌 泊 的 田地 上 。 把 
晨 始 的 霓 根 的 钳 裁 培 在 田间 ,来 作对 照 。 植 株 保持 在 过 些 休 件 下 直到 1 
et eee et ee Coe ee er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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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 。 然 后 ,把 它们 放 在 光 儿 下 ， 使 它们 加 速 抽 苦 ,此 和 个 ,从 同一 个 原 ， 

始 块根 长 成 的 一 切 植 株 ， 都 放 在 一 个 单独 的 房间 内 ;来 进行 遇 花 传粉 。 

被 隔 训 的 对 照 植株 大 多 不 和 车子, 然而 一 切 供 试 的 家 系 都 辕 了 20 允 一 100 

Te WEF 

(2) —- fl BE re Fy BLE ED AR » RELIEFS TS LT SEAR SS 2ESE AR 

被 嫁接 在 不 同 的 砧木 上 :在 饲料 甜 荣 、 食 用 甜菜 和 盘 糖 甜菜 上 。 涵 些 从 

同一 个 块根 的 各 个 个 别 芽眼 长 成 的 、 但 在 不 同 的 厦 木 上 培育 的 植株 之 

Fal, HEFT Sf SRE; HER Hf 100% 的 种子 。 

(3) 把 每 一 标 分 募 的 冬 黑 族 植株 〈 塔 拉 山 品种 ) BOB T—1 1 部 分 。 

过 些 部 分 栽培 在 不 同 的 试 盆 中 。 在 抽穗 的 初期 ,每 一 家 系 的 植株 都 安排 

在 隔 此 的 场所 ,使 各 些 栽培 在 不 同人 条 件 下 的 植株 之 间 进 行 曼 花 传粉 。 

PATS AOA BEA ST Hl BAe REE 

数 目 | 所 粘 的 不 均 每 乔 | 最 好 的 Ba coe 
家 系 号 数 gem BORLA 中 所 灶 的 | 穗 中 的 

的 植株 fi Rar | RAB 

1 11 32 436 13.6 29 

| 3 11 47 .| 492 10.4 | 27 一 28 

4 11 38 227 6.0 | 16—18 

6 11 48 427 8.9 39 

8 9 33 70 2.1 “gs 

9 10 

平 ¥y | 10—11 

SEC ZER AALS RL] 5 BK —PRMOAKIY A AR EBT MLA TY 
SEAS» AIA ZS SOSH TE PE RE TA AS AL TEER EL TA 
Hy » PAS SF As TS IE KA Be PE BE AE 5 RS 
过 些 家 系 (BALE WAR) 产生 的 后 代 ， 将 不 会 像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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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A ON NN NN at AON LALO lO ON, ON 

| SN ATE PERSE » 而 是 正常 的 ,有 生活 力 的 ， ERS OD 
PEA BATE 
| SLEDS REPOS BR TS ee BP Bee A 
| BRIT NTT AEH. 
ATS 过 泵 广 当 时 就 已 经 确定 ， 交 配 征 的 第 一 代 通 

AEST 5 第 一 代 厅 种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在 大 多 数 情 形 下 比 
， 赤 原 始 品种 高 些 。 汪 种 现象 一 一 厅 种 生活 力 和 产量 的 提高 一 一 叶 做 杂 
， 种 优势 现象 。 由 大 交配 的 车 果 , 造 成 了 一 个 在 生物 学 上 针 立 的 有 机体 ， 
， 泛 个 有 楼 体 比 较 原 始 类 型 具有 更 大 的 生活 力 ; SBE | 
“现象 的 直接 原因 。 杂 种 优 的 程度 次 定 帮 产 生 新 杂种 有 机 体 的 那 两 棵 
”植株 的 性 彰 胞 的 差 慷 程度 。 

“可 是 大 家 也 知道 这样 的 情形 : 在 生物 学 上 彼此 乏 炉 的 类 型 进行 交 
配 了 时 ,以 及 在 不 适应 从 融 居 住地 黑 休 件 的 类 型 进行 交配 时 ,它们 的 后 代 
都 表现 出 或 多 或 少 的 圳 笑 现 象 低 产量 微弱 生长 等 等 。 过 种 现象 可 以 

“竹内 来 解释 :只 然 在 生物 学 上 不 同 的 类 型 进行 交配 时 ,也 造成 了 生物 学 
， 的 对 立 面 ， 可 是 新 有 机 体 的 遗传 性 不 能 锣 在 周围 环境 中 找到 一 切 必要 
的 条件。 
ERLE BA LSS ETE HE ORL. REE 
上 BERAPTAT AER SSC a LOE» RTA Ac a 
BREET, pn RF FE BD ah SATE SE A 38H 
| He AMAR ALB BHO — AK 
FASE MARE TRA, CERES TBE hE AT A HO 
ESB MRE THAR TSO ERE. Pili, HUA 
ERIE» Us PA» SE ET 

ANTE Beale = Sea 5G. HI 2.5 —15 Ae EK EE FTE 



186 Ball) te to PGR i Fe 
a 4 I wn ee ee 

ENA HOE ke ES EAT BS Ee ATE. WIE A) PRBS 

1947 年 2 Fj Be Hel GeaRe BE Hi BH AH Tes BR I EF Eh PE 
决议 中 ,指出 : “和 需 了 提高 玉米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应 保证 在 2 二 3 年 内 大 
FR EEK ERD” 

EAR TT DI DBF fy Ja RE: CAP) 品种 间 交 配 ) 使 平常 在 自 

由 开花 下 栽培 的 两 个 品种 进行 交配 ;( 乙 ) 与 自 花 传粉 品 邓 (或 人 工 自 交 
有 系 ) 进 行 交配 , 参加 交配 的 两 个 或 一 个 条 本 品种 ， 是 由 基 甚 期 或 短期 大 
工 自 交 的 糙 果 多 得 的 让 花 传 粉 品系 。 | 

FESS AEIIE FB 3 7 ES EK BE Pe EE 
He EEA 5 FA AR EF 7 Hh A PD AE 11 或 
2 LE AC LE 2, FR TE 

26 T HbR) , BEE BATE DL Bi BB IR Hd EAE FE SACRE 

仅仅 接受 父 本 品种 植株 的 花粉 ， 所 产生 的 杂种 种 子 ， 可 以 在 第 二 年 播 “ 
a: | | : 

48 FH FL FE (SBS ih SRE BLA TY DUES TER BE THERE (EL 
AE MEE SEAS EAD BT » EFT RO FLL» EN EES 
ba Bra FR: 

(1) fuse AISEE FE EB . 
(2) 使 自 花 传 粉 品系 与 品 种 和 其 他 品系 进行 交配 ， 来 评定 自 花 传粉 “ 

品系 ,以 便 选 择 在 经济 上 最 宝贵 的 种 必 。 

(3) 繁 殖 自 花 传粉 品系 和 人 杂种 ,以 醒 大 量 攻 得 杂种 种 子 ， 
第 一 阶段 是 用 或 多 或 少 长 期 的 自 花 传粉 的 方法 殉 得 玉米 的 自 花 传 

粉 品系 ， 沙 个 阶段 所 需 的 时 间 最 长 。 创 造 自 花 传 粉 品系 所 用 的 原始 材 “ 
料 ,应 党 是 优良 的 全域 化 品种 和 常 地 品种 ,过 些 品种 在 敲 地 区 内 必须 表 
现 出 良好 的 产量 .早熟 性 \ 抗 倒伏 性 和 其 他 轻 济 性 状 。 

ee AAS 

4 > at As Rot lig 4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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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雄花 序 出 现 以 前 , LEASES HE AEA CEE TF FL AL ES EBL 
Haan HEHE YF AG AE Wa eg ES 5B SE SE SEER HHA PR IY EEF 5 AOE FA 

MEP MERRAAME» DAMES WAJDA 40x 15 厘米 ,以 便 避 如 其 他 植株 的 
琨 粉 落 在 敲 雄花 序 上 。 当 雄花 序 中 轴 的 上 端 花 肝 开花 时 ,雄花 序 就 要 浊 
行 隔 风 。 党 雌花 序 可 以 清楚 地 看 得 见 时 ,也 要 立刻 用 隔 由 器 来 隔 内 , 隔 
及 器 的 大 小 是 10x 15 厘米 。 当 几 花 乏 从 佛 焰 区 中 伸 出 时 ,就 开始 进行 
谊 花 德 未 : 自 花 传粉 最 好 用 下 列 的 方式 进行 。 先 把 雄花 序 连 同 隔 龙 器 切 
下 ， 拿 到 肉 花 序 上 ; 迅速 觅 去 雌花 序 的 隔 册 器 , 然 盒 立 剂 用 那个 较 寅 的 
和 花 序 隔 骨 器 把 峻 花序 连同 雄花 序 包 在 一 起 ,小 且 加 以 禁 好 。 在 进行 全 

部 工作 时 ,必须 设法 避 多 花粉 从 一 梨 植 株 传 到 另 一 棵 植株 上 。 
十 杂 直 花 傅 粉 的 烙 果 ， 每 一 个 肉 花序 都 辕 了 种 子 , 但 种 子 的 数目 比 

Were RE RES See te KE BE Id ES 

HENS ih FAVOR 5 4 IE TEE TH EI 7 

EAE CR INET VE TEAR OS (RS 在 营养 期 长 短 、 植 

Pees HE ALES Fh DE EA EH Id MBSE HA LS HE 
BSW TE a SRE TG Do (YR HE BAD EN FE i HEA HY PB 
PRTG TA) FER ES SH Ts HSH I. HE 

量 比较 原始 品种 低 得 多 。 
时 在 第 一 代 的 地 段 上 ,把 符合 大 青 种 任务 的 那些 植株 再 进行 隔离 , 小 
， 旧 使 肉 花 序 进 行 自 花 传粉 ， 方 法 与 第 一 次 一 样 。 过 些 肉 花序 所 车 的 种 
语 -, 播 种 后 其 成 第 二 代 ; 第 二 代 在 形 能 学 性 状 的 整 谊 程度 方面 已 经 比较 
第 一 代 稍微 高 些 ， 中 然 在 1, 的 植株 中 间 仍 然 有 很 多 无 生活 力 的 类 型 。 
导 g 自 花 传粉 品系 的 产量 ,在 第 二 代 也 永 速 比较 原始 品种 低 20—40 % 

eS a_i... 

二 二 * 

姓 : 自 花 傅 粉 品 柔 的 后 代用 拉丁 字母 I 来 表示 ; 工 的 指数 表示 代 的 数目 。 例 如 , Il 表 

Rs 示 自 花 伟 粉 品系 的 第 一 代 ， Is KABON SS 

Sa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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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好 交代 内 (通常 是 2 一 4 代 ; 但 也 很 常 在 4 (EDIE) » BRIE AT FANE 

a ae a’ 

i Kot, AAEM ERIE AR T SIR, BE i RE 

Lice iiicdaladanitaibenintauaoiaiieesaiie 

得 很 束 。 

ee ae ee 

WOT — RT AS ER, REC RRURURRRE 

AA WSU) ih AA PE EE, 一切 自 花 

POS AE 5 Pe SEE We Ey MIE FR 9 

ff HERALR RnB RR mEReS. 

FE REE AE EO is GP BE ES RAE 

SEL RARER 1 te Ro AR RLY CEFF) 、 

A UBIER HY ARTE BIS BY BB FP BE — Dn SB 5 BS EB AG 

内 淘汰 掉 。 评 定 自 花 传粉 品系 时 的 主要 标准 ,是 这 些 品 系 的 配合 能 力 ， 

就 是 说 ， 和 与 区 藉 化 品种 或 其 他 自 花 传粉 品系 交配 时 着 生 高 产量 的 杂 午 

的 能 力 。 只 有 把 该 自 花 传粉 品系 首先 与 区 开 化 品种 直接 淮 行 交 配 ; 才 触 

人 锣 确 定 访 品 系 的 上 述 特性 。 在 汪 种 情形 下 郑 生 优良 杂种 的 那些 品 i Ri 

后 以 不 同 粗 合 的 方式 彼此 进行 交配 。 

应 党 藏 调 指出 , 探 用 自 源 村 新品 活 加 业 可 计 精光 系 : 拓 可 全 直人 

时 间 。 

玉米 的 各 类 杂种 JF ITER TSA ERE 有 下 到 
HERG : 4 

TiS REE, SEAHEC AC in EL ES oe RIES 

PST HEE BY PETRIE SBR EY SEE» TT LSE HN I 
作 例子 : 成 功 订 种 ,过 个 杂种 是 乌克兰 押 类 栽培 科学 研究 所 创造 的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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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FAD BR A Hy EE Ye OR EST Oe i BR EA, FR 

佑 天 品种 区 得 的 自 花 传粉 品系 阁 380 来 作 父 本 类 型 。 
出 ”简单 的 品系 间 厅 种 ， 过 个 杂种 是 由 两 个 自 花 传粉 品系 进行 交配 而 
获得 的 。 现 在 ,一 些 有 希望 的 简单 的 品系 间 杂 种 ,正在 通过 国家 品种 试 

本 ;例如 : 章 原 关 娘 杂 种 ,过 个 杂种 是 以 自 花 传粉 品系 907 当 作 母 本 类 型 
GU PRT RIE RESCUE EME 6 代 内 重复 进行 自 花 传粉 而 区 
得 的 ) 贸 自 花 传粉 品系 格 380( 父 本 疾 型 ) 进 行 交 配 而 区 得 的 ;进步 林 种 ， 
SEAS: i AEM a RM 22( 母 本 类 型 ) 冉 自 花 传粉 品系 斯 84( 父 本 
类 型 ) 利 行 交 配 而 多 得 的 。 过 两 个 杂种 都 是 饥 克 兰 拒 类 栽培 科学 研究 所 
Wey. 

| RAIMA, He HSE A, BOR TT 
LS FA AE OS Ah RO RE EE TBE Fe BT 
获得 的 , (AxB) x (Cx D) = BRBE Hh ii RMR RAR AE 
Wh is SEAT BEAL THEA HY » EAL E » (A x B) x Cy Be (PRET EE 
135 MERAY “RRP” EER BEN KER IT SS 

1949 46 fe Wee RT A-SI SSE  Ph ESET 
eA RI NY EE Ry EE, 
He PRESET » BBA ZEAE By FAT TE HA 6、 哲 25, 
23. 阿 48 ARE 3, BER RU KIM AA 
; 库 班 135 杂种 的 母 本 类 型 。。 库 班 185 杂种 的 父 本 类 型 

哲 6 X 哲 25 HF23 x pap 48 
中 ?. 吧 平 只 

- fifi HEBER x HA 3 
2 tA 
—— 

ty a one x 三 重 订 种 1464 
到 



190 Ba fH) fe a De af 

IE A ik Hy SAO BEAT NY 5k EEE BT 

量 上 大 大 超 通 区 域 化 品种 。 例 如 ， (ALYY SH PP EE 
Lt eS Ft ih BE EE IH Be RES he ae HH 25 一 359; sdantilaaiitien 

成 荔 在 产量 上 超过 上 述 品种 15—20% 
把 自 花 传粉 品系 当 作 条 本 来 进行 交配 所 获得 的 杂种 仍然 不 能 馆 

seacenetasemnan-aess ane 

HELE SS AEE BE ETRY 60 一 70 和 )， 因 此 ; 它们 繁殖 得 很 少 。 
#7 SRR A DSA 

1k» ENR BLE T 49 BER MD 
不 论 简 单 杂 种 的 第 一 代 ( 或 第 二 代 ， HE OH) MATER x 

= ERY HE A LU, LEB Fx F Days | 

Fy) & (Fy x Fy); HSE — Bi BRE EE 
HALA FART SAR ae Ie HO 
AAI 

ALS AOL a YS PORE CRA 
自 花 传粉 品系 的 交配 SE AERA bh BLE HEE) 9 OME 

(i ERR EA HARE BLK iia 
种 播种 方法 在 各 个 隔离 的 地 段 上 栽培 了 党 些 简单 杂种 的 第 一 代 。 它 
nattann eee Coen 
SE yo BL eS SS HS 

4 45. — Th BEL RCAF, FERS 5 SHOEI Ry BES ih 
45 TEBE BEF 0S AR » BN 1 SEB = A 
段 上 ,但 要 以 不 同行 列 来 间隔 着 ; A REE ER, EZ 
HORE MET RER, BeOS, Be S Sse 
ok AE th Lend, Ate, OR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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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 HE TARA WS TE) EBS FE TAT eS Mi 7 

pues 4s Pe Ae ABE BS) a FS Yd ESS HR HE PEE Et EE 

种 站 的 建 访 ) PE AG SE HEE 2 BRS BE AR A BY IEE 

杂交 地 段 订 交 地 段 
育种 站 (以 便 获 得 简单 杂 CP) BERETS fit AE 

FERS ALA ) 种 的 父 sa ) 

Ries krigcd 

— aa 

Hi hi 

EASE -一 a 

== 

Cae ~ he 

一 般 田地 ee Seat 田地 

二 ”在 交配 那 一 年 内 轨 杂 种 加 以 不 同 的 培育 ， 将 大 大 提高 杂种 的 实效 
EE LDR wR EI a 
eed — (PETS » RE ET EAB: 5 38S 5 EA HH 
By WE ETS HEE 5 AEE ER CAH © 在 增加 母 本 类 型 的 车 养 上 时 (施用 通 
PAMEEG), MMR EAU 42.2 公 担 ， 在 增 大 营养 面积 时 过 每 公顷 
43.3 APF. 

从 以 土 所 发 述 的 材料 可 以 清楚 地 看 出 : 用 自 花 传粉 品系 当 作 壤 本 
来 创造 杂种 ,是 一 项 相当 长 期 和 复杂 的 任务 ,只 有 积 果 了 用 自 花 传粉 品 
KUT AER TE FR BA» BE OG MA ESE HE BB 
De 5 Se 2 AOE fy T-PAIN FE PA BLAS FE SH We 
TRUE A LAR) IES Te ET EB eZ RE 

SRO fete | 



192 HITE fo BES RF Se 

Swe TF ink. 

eT Te eee ee Te 

«ATER RHE LS, Eh Ae 

STEMS. AS eA (EEE 

Ac BR) EAE Bn TP BS ES 

优良 的 杂种 可 能 在 1—3 年 内 就 出 现 。 | 

FEMEGT ES BE EP ERS, PE BE 

是 非常 重要 的 : 7 

(RABE USHA ABE NRRAER EOE KR 

sis EAU EH sR HC ES PE Y= SB 

#5 Fh GSA EA SEE | 
(2) 种 用 材料 的 选择 “在 交配 的 前 一 年 内 用 来 杂交 的 种 用 材料 , 必 

She TERME HEISE, LEE MER 目 
RK AS ESET nS SEA OBIE AMR ERA 和 

32 WES ERE, ET AL), BAR HESS EE 

SST FAME Ey BET» EE I ABE Le 
征 子 ,将 具有 高 度 单 位 面积 童 量 的 特性 ,过 种 特性 也 将 麦 现 在 杂种 中 。 

(3) 在 厅 交 地 段 上 ,应 当 保 证 探 用 高 度 的 农业 技术 。 摘 掉 母 本 植株 上 

雄花 序 的 工作 , 败 当 在 工作 的 最 早期 内 就 进行 ,过 样 才能 保 廿 峻 花序 以 1 
优良 的 发 育 休 件 。 此 外 ,篇 了 受精 遗 择 性 创造 最 优良 的 条件 ,必须 进行 

人 工 辅助 授粉 ,过 一 EA A SI ec 

合 的 父 本 品种 花粉 粒 。 

1949 年 , 划 联 全 经 有 好 类 个 品种 间 亲 种 进行 了 是 域 化 ,例如 : ae 

BIH ASABE MAR EX BORED. BS 

BE 1 号 杂种 (RSA OE ET oe a x HE REE AD.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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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茵 2 号 杂种 ( 德 音 泊 泵 和 披 特 罗 夫 斯 克 品 种 x 哈里 科 夫 23 品种 )、 罗 斯 
FER (BOWES x BASRA OS BA 
EDU BH x RBI 16 i) 5 BEN » TRIE T — Mi Bi A» 

AEE GETS TA AS EIT SE a & 格 重 含 夫 380 品 系 ), 和 一 个 复杂 

”的 杂种 , 库 班 135。 
， “最 近亲 年 来 ,] EUR Py BUA BH SE TE RRB AH A OK HE 

稳 第 一 代 、 而 且 也 利用 第 二 和 以 后 各 代 的 种 子 来 播种 的 问题 。 
二 了 十 面 已 经 指出 ,品种 间 末 种 和 品系 间 杂 种 的 种 子 每 年 都 要 播种 ,但 
是 在 生产 田地 士 * 则 仅仅 栽培 第 一 代 ， 因 篇 第 一 代 兰 生 最 高 的 增产 量 。 

第 二 代 的 产量 比较 第 一 代 低 些 , 但 是 在 大 多 数 的 情形 下 ?第 二 代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仍然 比较 原始 品种 和 地 区 化 品种 高 些 。 

SWEAR A AE It (PEG BL) SE EE TE EE 

PE ES EKA, (RAED RO 

法 。 汪 种 方法 的 内 容 如 下 :杂种 第 一 代 按 照 上 壕 计 划 ( 在 交配 的 前 一 年 

本 进行 寻 本 品种 的 培育 ， 在 交配 的 那 一 年 内 进行 人 工 辅 助 授粉 ) 播种 

和 后 ,也 要 淮 行 人 工 辅助 授粉 ,而 主要 的 ， 要 从优 和 良 的 植株 上 定向 玩 择 全 
， 良 的 肉 穗 s 根 据 全 寿 育 种 遗传 研究 所 的 查 料 ,过 些 肉 重 在 第 二 年 ， 就 是 

发 ,在 第 二 代 中 利用 来 播种 后 ,产量 不 会 比较 第 一 代 低 。 用 上 述 方法 多 

得 的 品种 间 厅 征 第 三 代 , 播 种 谷 的 产量 ,也 不 会 此 较 第 二 代 和 甚至 第 一 

RAK 



194 FATE) ff 0 FF FEA Pf HAA 

Se FPR EN SEE 

HESABLIEMESAS LEBEL VIG BE, VA 
SHE Fy ME BS LE ES PF WP A » tHe 

EMCEE 7 SEER UEC PAAR, TERRA 
Woy FFB y BAR By PASSER » JES REE HE WE EO AE GAR TE BR, SEL 

WEA TNME, AIMILT > ARE SRERS ATE. : 
ACRE R HT vt EAA DSS 

BIA ARPENG CK RFs LA DIK HBR AEETTAR BS ROBE T 
“人 类 通常 进行 的 不 自觉 的 选择 ,一 方面 保存 比较 裤 贵 的 个 苯 ， 另 

一 方面 抛 秦 比 较 不 宝贵 的 个 体 , 自 然而 然 地 有 无 意 中 改 释 了 生物 的 本 性 ; 
无 疑 的 ,应 用 二 种 方法 所 发 生 的 内 册 , 是 慢 组 的 ,但 是 很 多 的 。" 星 ) 

在 社会 发 展 的 一 定 阶段 上 , 息 了 满足 人 类 的 需要 ;必须 创造 比较 

化 的 动 植物 品种 。 新 的 任务 使 人 类 不 得 不 在 人 工 的 类 型 形成 过 程 中 探 
用 有 方法 的 或 有 和 柔 统 的 选择 。 因 此 ;我们 可 以 把 选择 牙 储 三 类 :自然 于 

$B BASES A AEE. 
Se (Fe Bl) TE ie Ss = AEE AMORA BEN BEES 

过 种 选择 是 现代 科学 育种 的 方法 。 
人 关 对 植物 类 型 和 动物 类 型 进行 了 系 业 选择 ， 在 比较 短 的 时间 内 

BIT HE Any RR SS RAIS ET SEM BATE. 
Se APSE LH 2 i] F-3he BR FA EPE SEN BOR 
1747 年 ， BOLT AEM LA SUR BLY TT ALE, SEE 

候 , 甜菜 的 合 糖 量 仅仅 6 % 
篇 了 解决 底 定 的 任务 ,开始 对 盘 糖 甜菜 进行 系统 遗 择 , 以 提高 甜菜 

BE: SERISC OMEN DAA HAD, 1868 年 第 2 从 ,第 21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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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根 的 合 糖 量 。 系 竹 选 择 的 糙 果 如 下 ( 甜 荣 含 糖 百 分 牵 ) : 
1838 和 第， 8.8% VETS sven cschssvon 11.7% 

1848 ApErersereerreenees 9.8% 人 13.1% 

18584 fEv--seeeseneenees 10.1% 189 和 8 第 2 15.2% 

1868 年 …… 10.7% 1908 Spi-+-sseeereeenees 18.1% 

FEV ARE AF HP 5 BR HY a BE Et KE — 3 Tg 

BRIDES TE Dy Pa A A OTE TK SB Le Td i Te 

ETE TT Wh) A SEP REY FEE 5s LEFT REA SF FE 1912 一 1945 年 

中 每 单位 播种 面积 的 油 收 稳 量 (单位 每 公顷 公 担 )。 

车 OR 1916 | 1922 | 1925 | 1929 | 1935 | 1945 

HAGMAN PERE 7.2 7.4 7.9 8.5 8.9 9.5 

油 的 相对 产量 | 100.0 | 114 117 125 132 141 151 

recat | 克 短 烙 | sears | sean | sean aan | Beni 
的 当地 | 里 克 lee lee [me “| 料 作 物 | 料 作物 

i, i 7/15/163| 631. | A/41 | 1846 | 科学 研 | 科学 研 

FER | FEET 

3519 5557 

MARS RRESRAGRLAAS HRSA, BAK 

FEE Yn SB Da Sy BE AE SE Be, (HEBER 

Se Bi SE FT A SEE AY GAR TT 5 RE HY 

SFE AGRA BRAM SR 7.5 58, 

I7986 年 展览 的 圆 醋 栗 的 重量 .ee 14.933 

1817 2¢. BO PE fH BI REY BE ik eneneneneeseeessnesccseeesoneees 39. 873% 

182547 Fe Fi A Bl PRE BREE HEE Eiken ennenenssenvenencnneneneenenes 47.27% 

1830 <¢= Be PE 145 [Bl RE BEY ME Bik ewenee cose eeveeeeeseneencecneees 48 583% 



—_ 

196 FATE fE to REE RA HS 
LBL LOL DL ALA AL ALA LOLA 

19.4.1 7 Be BE Fy UB PSEC TEE“ -sseesesnnnnnnnsnnncnnnnnes 48.76% 

1841+ 年 展览 的 图 醋 栗 的 重量 .ee 52.9938 

1845 年 展览 的 圆 酶 栗 的 重量 ,erreeserrrnrnnnnsnsnns 54.1138 

195.242 Be BS fy A PB BELAY EE fib ensssesseeeeeeeessnnnnnnnnnnen 55.67 克 

划一 印 材料 无 可 等 辩 地 证 实 作 篇 一 种 育种 工作 方法 的 选择 的 互 犬 

效果 。 

但 是 兹 不 是 任何 的 玩 择 都 能 够 使 现代 的 育种 家 满足 。 和 无论 在 解决 

任何 种 的 任 功 时 ,和 柔 统 寻 择 都 可 能 是 被 支 的 或 主动 的 ,过 一 点 决定 於 育 

种 家 是 从 自然 所 创造 的 ( 非 人 工 创 造 的 ) 生 物 、 和 从 现成 的 生物 选择 最 好 

的 大 型 ,或 者 是 主动 地 控制 自己 工作 对 象 的 发 育 , 庆 当地 加 以 培育 ,应 

Bes Ete. 

SRR AR A I 
言 种 方法 ,过 种 选择 必须 是 主动 的 ; SRI WR 
关 基 有 机 体 的 可 塑性 、 关 大 有 机 体 在 环境 条件 影 汐 下 的 汉 婴 性 的 现代 

观念 , 仿 译 种 家 指出 探 用 主动 玩 择 方法 的 方向 。 巡 泵 文 厦 次 指出 ,上 生存， 

ARAP TENG 5 EES 发 生 的 赞 屋 能 人 够 积 标 , 范 且 固定 在 遗传 性 中 。 先 择 

的 可 能 性 是 以 池 连 性 优 基 础 的 ， 而 凶 虹 性 …… 主 要 是 决定 余生 存 人 条 件 

FU Bag veo ST ee ee ee 

件 而 引起 的 。 BE) 

“有 可 靠 的 证 据 足 以 属 明 ， 改 丢 的 人 条件 所 发 生 的 影响 是 能 够 积 昧 
的 。 se ))( 放 二) 

\RESALUESH AS AT SARRND IED, Bw 

让 种 领导 楼 关 完 全 没 有 充 修 荡 调 指出 问题 的 这 一 面 ; :在 不 承认 外 界 休 

广 一 : EBSCO ULAR PAPEL, 1868 年 第 2 4B, Hs 269 Fp 275 页 。 
驻 二 : FERPA AAR AH RES, 1941 年 ;第 46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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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 RIR RC KIEIO NE C2 TCR OM Ca HA. 天 帮主 
, 动 选 择 问 题 的 提出 ?甚至 也 是 无 的 放 矢 的 。 形 式 遗 传 学 家 们 在 这 个 问题 

—D- RAS RAR, BS RSH ERE CE 
GF ALS RAR. 
ot PRAEGER HE RE, TE 

GAG VETER y SE PR RO SEPE TY HE BEE FEY SR (LH TE 
FRB Hs 5H DL Re es a Ph ie Hl A AE, EIN IT 

it Hr WS Fr TBR, GE 过 机 By BRE a Ye FETE Hy BEBE WEAR PAE 
A SSE RASPES LY » 5S YN HERE Ds BEE BN HE MK 
KH 
> > Pile s FRAP TBR SPS HS PS FUE 7S), Hee I 
nes encase 

DONE: phy WAAAY ARSE Wy BARE FF eA TTI WE RE 
表征 过 程 中 同时 利用 交配 和 选择 时 ,选择 才 是 主动 的 。 过 样 的 配合 的 确 
Sew HIE. 只 有 当 把 交配 培育 和 选择 三 种 方法 速 合成 一 个 
幸 一 的 通 程 ， 东 把 各 些 方法 加 以 科学 地 调整 以 及 正 雁 地 币 底 地 探 用 的 

PH EDHORB ASL FEARS BOR, 
SERRE POR AIRE HIST AE, BEE IA 
BAN BATA LEED 

Git MRE KSEE, LEMKE 

| 上 CTE AEB R RANMA NT, REF wae 
FRE, NS SC EI A RNY A, TTS 
外 LACKS —Ms, ELT ONIE BAK, Se PAS AB RS HP 
REDEPET ety eS. Hy PSE Es HE A AE SEE A 



198 Fa Th} shaban’ 及 种 子 繁殖 学 
re mr 人 全 一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一 人 一 人 rr 人 

We SE ETE BASE AP RAC, |r) HE ik ES et BE EEE Re ESE FE IB» 

PE Rs ZEA EE BIEN BA Hi; 而 在 花 、 果 实 和 种 子 

方面 * 副 兹 乎 波 有 差别 ,即使 有 ;也 非常 不 显著 。 

在 青 种 实 足 中 , 探 用 两 种 选择 方法 “全 栖 吐 择 和 个 体 玩 择 。 每 一 

种 方法 在 探 用 时 ,都 可 以 按照 工作 允 象 . 青 种 任务 和 其 他 人 条件 的 不 同 而 

FH De Fe, 

FEM 7 SEE AF » WAV BS ER BY) PER APE ZR MA RAS 

BS i PAR 9 OR PE ASSET AK. 

AE SC Wak Pies i Fi HY 5 SR SRA eH SHE FSS » UR EE AA —2 

PEAK AY Be Fe BE RE FSET » THAR 5 Ses PETE REG EW. 

例如 , kn Be PSS T SBS AME TE FTE TER AEB 

PRL AT 5 SME FABRE EE aR SHE YY FA TIT ea TE HR BO BK 

REL DAR 5 Be APES EAB A HSS HI TE SS EY eR Gs — Bh EE 

48 FAB SHE FT BOs ERO TIE Ss > SE ERA), Sa 

PASSETE Wy CD) iy A AT ARS ERR os 会 于 成 我 们 所 和 希 

望 的 辕 果 。 

如 果 我 们 在 进行 选择 上 时， 仅仅 注 意 基 一 个 穗 的 下 粒 数目 ,或 仅仅 渡 

ERAT RBRE PER ERAPRE MY HR BK, APS 

$B) BL EDFA a) AO RE 

FETE Te Fo BE] DE RTE RS EK DEK, BO RS NB 

BBR Gh in FEY 9 FE om BEY es BE A ir TE a, Sane 

Fie BE wit ER » TT: — (Ss ZEAE BENG 9 BAR | ESR TRESS 

BY DRI T . 

由 大 在 评价 某 一 性 状 时 可 esnibesw vi RMI eMy aR ee 

须 未 束 仇 可 能 完全 地 和 认 昌 地 研究 各 种 直接 的 性 状 和 特性 ， 汞 且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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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IE REIT 

我 们 已 经 指出 ,经 不 是 永 速 容易 进行 这 样 的 研究 ,特别 是 在 处 理 品 

种 的 最 初 阶 段 中 , 特别 是 在 苗 围 中 进行 工作 时 更 是 如 此 。 在 工作 的 这些 

险 段 中 HSA AST EZ 9 ASE OS HY Spe He HE TEL BE B19 PEAK 5 5 HABE » BY DI, 

Tid EL Fes is AEA Fa DBE BY Te AE. A» A RT BY 

AS Lia) > HE tek a SE EL Se A PD SEE AR HY BH EA HF EE PY 9 FEE 

可 靠 的 。 

必须 永 逼 记 住 y 当 试验 的 材料 在 生态 学 方面 非常 不 同时 直接 和 间 

接 性 状 之 问 的 相关 性 ,可 能 大 大 不 同 。 

我 们 将 讨论 一 个 在 过 一 方面 非常 昌 型 的 例子 。 

哈里 科 夫 省 立 对 照 种 子 实验 室 便 经 俯 定 :在 实 大 栽培 上 时 ,哈里 科 夫 

省 各 种 冬 小 奏 的 幼 苍 植株 的 第 一 全, 芹 毛 很 少 ， 然 而 在 同样 条件 下 ，* 软 

LAS Ay BE AL SE» ERVIN CHE FOG BRS RE AE EA 

FEA). EES VERVE EE EA » DBO] ARREST AY is RCP 

BERBERA ARIA, LEAR BU Hs Tse 

WREREE TACHA Sete. 

ASE BE STP AAA YE BS SA Tl FY AE BS 2, SERA A 

PB) EA > BE LE THES ?41 和 841、 格 列 库 姆 283 | wr BCR DE 

AD AWE FS IES, Th PS SE SE oA SAT 

FS WARS HEE RE HH HE AS A _L ie SD S n llS EL 

“a 地 冬 性 品种 。 

集体 选择 法 Se GENE YHA TEIN SE AS Sak AB a AG 

f A DAA PLE CH EE DKA, SRR EER A 

. 
; 
4 
4 

3 

FEE PARES IETE KEATS HLA BC HE A RRA 

MCP ae BG T EH ie BIBS, EBLE $F Ml on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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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 AER OK SE SOEUR. Th ESE RE es 
FE) 9 8 AED FE HE FH SR ASE IE KAY 0 

EF EASES Ey Hs THT PT DAR RR SSE AB A & He Hy SH SE 
48 FESR AG (SBS EY Ha Ul» HUF] DPR A KA ROSAS SAE 

AH SEA Tic fis AE MEF HAD, SR Ah P(E) DT 
BRM)» BEB FEI RI EE» EPPS BLUE» BEERS EE 

育种 站 在 处 理 当地 材料 的 初期 ,应 当 特 别 广泛 地 利用 集体 选择 法 ， 
但 是 ,已 经 长 期 进行 工作 的 那些 育种 站 ,也 在 当地 材料 方面 进行 集体 先 
择 。 | 

ET SEE NESE» A SE AE BEAL» BEES BP A EAR HY BE 
FE SE AE BR PU EE PERRO EAR LE FT HOSEA» SAE REAR N18 
FE BEZE TTA NO REE IO ALE LL OPE LEB ARGH. Be 
Sis We A Sam AS Hc Sa TA AS WFAA As aR) 9 DLA TB VK 
He ES Jf Wa SE BY AAR, PERS TOR ASH al ERS CP 

| WORE EE » HT DERE ROTEL » Uses RAG A REE A FE 
HANTS. 

FEMEFT RD FEO EIS Fa PEL PENS > SEE PE PA fit 
作 篇 原始 材料 ; CE EBS BOT EOI » th, HY DUAR ETE UA HESS 
OSETE Tk UF EMER ECE A TA, FEET LENS» 
PA SR PS SETE TET] Dio sH Se Hi ER RE, PEER AR 
选择 出 优 熏 的 种 全 ,以 及 进一步 改良 过 个 种 辜 。 

直 基 广泛 利用 品种 半 的 自由 遗 择 交 配 ， 集 耻 遗 择 的 作用 也 提高 了 。 
如 时 预定 的 任务 不 是 要 获得 在 形态 学 上 高 度 整齐 的 装 条 种 短 , 那 

末 ，2 一 3 次 的 集体 导 择 就 已 经 足 侯 来 使 营养 期 长 短 和 很 多 其 他 重要 性 

状 方 面相 当 整 这 了 。 在 符合 基 任 务 的 培育 人 条件 下 进行 优良 的 ̀ 党 送 的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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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的 植株 之 集体 选择 ,可 以 在 短期 间 内 获得 相当 多 的 种 子 , 浊 一 黑 使 
”我 们 能 够 比较 在 任何 其 他 方法 下 更 迅速 地 进行 圾 育成 材料 的 试 愉 和 每 
Fil. 
Sema sse ge AT HEP ASIN 

在 第 一 年 内 ， 把 原始 种 苦 ( 当 地 品种 、 探 集 标本 、 杂 种 种 到 
Se CL eee es ee) ee TOT 
By HEAL EE Ho TB BRIG» Se ERA BH EE HY 
PRGA Hs, ESE PSD IN SEA | JETER TY BLES 

SER RSEALPR RON TT DER PRB Hk Le AEE ER 
TPE RSE NOR BEE te KA EEA BG 
。 作 的 规模 就 可 以 大 大 所 大 。 
依照 这 一 性 状 而 选择 的 全 部 植株 ,要 再 进 行 检查 ,检查 它们 是 否 威 
。 妆 病 害 ; 它 们 的 典型 性 和 其 他 指标 是 否 符合 大 选择 的 目标 ;把 不 适合 的 

植株 淘汰 掩 以 后, 把 留 下 来 的 全 部 植株 ,混合 在 一 起 进行 股 粒 ;就 是 届 ， 
未必 把 每 一 个 个 别 植株 的 哉 粒 单独 从 开 。 如 果 按 照 规 定年 务 ， 种 寻 

的 虑 粒 经 过 各 择 后 ,也 必须 是 整齐 的 ,但 是 过 时 候 精 选 的 植株 在 末 粒 方 
， 面 却 是 多 种 多 楼 的 , 那 末 , 洛 些 植株 必须 牙 别 进行 股 粒 ， 然 后 在 检查 每 
哥 植 株 的 种 子 泪 且 淘 汰 了 有 俩 向 的 种 子 以 盒 , 再 把 所 有 的 种 子 混合 在 
~- 起 。 

巍 当 绢 调 指出 ， 必 须 从 精 选 植株 的 第 一 次 播种 起 就 进行 检查 选择 
”的 效果 ae IM LLL TE 

ATT UE a PA REAL: 
aan BS BE; 

(2) ze SIE Hy BET; 
1 (6) 标 准 品 种 的 种 子 。 



202 Fa FE HE Po TY RE 

第 一 次 选择 
pics a hed \ | 有 Ly BE ERE Pa ER 

- 0 | LL PR 

ha ™ 

ARAMA 
Ree 

6h RA 第 二 次 选择 | 
标准 品种 进行 比较 试验 从 第 一 次 选择 的 种 子 长 成 ， 

的 植株 中 选择 的 精 选 植株 

porcine 
. Rete | 

第 二 次 选择 在 青 种 站 中 和 第 三 次 选择 
Fe MA PERG PET WBA 
试验 的 植株 中 选择 的 精 鞍 秆 株 

初步 繁殖 让 

多 关 的 集体 选择 的 方案 

只 4 boi 

AEMEAT LER A) ETT TINA. ean 
Hf 5 FSSA Hy SE HK GSR) » SE LOH PN EF EFT LE 
的 材料 。 saa 

WORSE T ROR, SiR LR, P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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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ns 
BB VAAN SEPA a BE HET EME TR LO GEST 
FE PAE EE EAB) 

DR ETE SE BIE TF» FT BBL: TN HK, 
RATT ER ETB LH Ri, DSR HPN 
Bh, EL AR DMA ASE] D_— FF RSERE 
HT ASHE ER, FES Hei 
BRP aE» Pa RHE DA DEA A I SE HTH, BS 
BERR, KBR, we TT 
天 降低 让 已 的 价值 。 
PRA AERP RETR ETT REE HY De ee PMR IE 
PAT AEN FETE AEN RSC EAU 5 TIT APR DID es 
SRE OIA OFA, LN PRT 56 RH A 
RIL RANT. 
PERC HE a LSE NE 5 AY PRE HO SSERE, ABC ane » EK AY a FL BE 
给 感染 向 日 奖 峨 ( 滞 种 峨 会 破坏 非 坚 皮 向 日 获 的 瘦 果 )。 

- 妇 果 原始 品种 就 整个 来 说 非常 优良 ， 育 种 家 仅仅 必须 提高 共 妹 皮 
有 程度 ,小 是 仪 可 能 不 改 维 原来 的 品种 ，, 那 林 , 就 可 以 探 用 集体 遗 择 。 应 管 

是 在 很 多 代 内 -- 年 一 年 地 回炉 进行 集体 选择 。 
RRR ACESS Hy ae he My BET Fy REI DW 
HOR SEG A AEE HBL DUR A ei 
RUE NY eT PE WR, BIRT T Le 
DRA TT EIS FH A HE Be (PI hs TE 
EWES BEA Ub EE ELH RS 
WSR AR, RCL DID AL AA IL PH ATSB 5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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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像 上 面 八 述 的 情形 一 楼 ;可 能 仅仅 选 出 早 落 的 天 型 而 不 能 够 从 乾 爆 
的 华 子 上 可 靠 地 确定 这些 植株 抵抗 华 锈 病 的 程度 .因此 ?如 果 涨 择 抗 华 
锈病 类 型 也 是 一 种 任务 ,就 必须 在 开花 期 内 进行 第 一 次 的 田间 巡 神 (天 
花 基 是 最 有 利 区 狂 别 是 否 感染 全 锈病 的 时 期 ) 阔 且 用 布 休 部 傈 完全 健 
康 的 和 很 少 感染 锈病 的 植株 ,来 作 记 号。 第 二 次 田间 巡 坑 则 在 开始 成 敦 ， 
ISSA SS CUTTS EN AS ERATE HH PE 
BPM HERE. 2 
eT CM ee eee te eee 

NA TEASE OIE APSE WLR HEE AC TB GL, AES SEES LUE 

MANET BHRE ER. WE, LEAT PAS 
HE PERS NST TE HEH HREM ARTS OD PBA TPL JE 
AFBI 

在 种 家 AM SoS LESTER EN ARERR Oy 
Fy HSS EHR IEE » FE OG SEL AE A A CD, PEE TSS. 
fey PAS SSH HA Le SEL OPEL PC HR ALR IS Tl St SSA HH A AT 
Fly WE AE THI CESSES BBE PSR PE LB PH, DIR SEAS 
ORSIEEE I HRW GRC) HSE A a PSE ASSETS OO EE TE BE - 
HOKE, SE REESE EN HARE Se ERAT. INE 
点 ,集体 选择 法 的 效果 大 大 降低 。 

1 PRRBBR: 由 大 所 选择 的 性 其 不 同 ,集体 选 择 的 效果 也 不 同 。 
如 果 集 体 选 择 的 方向 符合 大 植物 的 生物 学 需要 ;加 台 有机体 对 大 

还 卉 条 件 的 生物 学 适应 性 ， 基 本 上 符合 共 自 然 选 择 的 方向 :种子 的 兰 
量 \ 大 粒 性 、 生 活 能 力 等 等 )， 那 末 , 集 体 选 择 将 在 短期 间 内 送 生 良好 的 
灶 果 。 oe 

ABLE 5 Sen SL EARLY EE EE A AB PE 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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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度 的 工业 技术 特性 ,高 度 的 蛋白 质 和 脂肪 含量 .特别 良好 的 蛋白 质 和 
此 了 肪 的 品质 、 含 糖 量 ,种子 的 薄皮 性 \ 不 股 粒 性 和 很 多 其 他 性 状 ), 那 未 ， 

攻 用 集体 选择 所 产生 的 效果 就 很 小 , 比 个 体 寻 择 的 效果 差 得 多 。 
| 集体 选择 仍然 是 青 征 方法 之 一 , 泪 且 在 解决 沫 些 任务 时 , 可 能 是 最 
好 的 方法 。 
RENEE A OAR SOE, DUB ti HS 
Be Ay RF-MEMS Te ESR, ETE: TRY 

EA UAE AA EHS ME, ETE EE AG OA) SEER IA) IESE, 可 
HHS UE, SLATS AE SEE I IS PTE A TE A RR, 
NMSA, TRL, APTI RE, GAS TA RE, IE, 
is) FA EMI 5 SHCA EE A os A EA BO 
| A) EY ED PRE BRE 7 OE BHA PE A 
GHOSE, NRE MY MLE EAH HR: Le RE IE 
SELENE, UR BIE Hs OBER. 

PREIS ALA BE FE Fe HO ER (PEE 77 1d FI SERA 

Ge, Ha PU RUE (SE OG os ER, Ie De a Bl, TREE 

SP WEES MOREL, ESP AME EME TPR i HT BE 

A FAL STA PSSA, 查 索 斯 娜 村 被 调查 的 110 RH 
26 MMe THEATER 
ee ee ee ee BE 
5 ESSE, ARBITER, “CAPABLE Beaker BE Ba 

bee; CIMEMS WHE Ke E, Be KER WER). 

eR en RT 1s Hy — Se —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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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 夫 早熟 一 一 以 及 瓜 类 作物 的 很 多 品种 ,都 是 用 泛 种 方法 青 成 的 。 

育种 机 关 也 已 经 把 用 集体 选择 法 育成 的 很 多 宝贵 品种 ， 推 广 到 此 
关中 去 。 i ae 

WD BVET AEE 1 HES: IS Be IR ABI OK HE: AH 120, BB 

KBE SEG LBU - REBA DA, WA BER - Ae 

JE VE ARE ESE SAT He A EARS He, ARS 

选择 的 方法 至 成 的 。 
如 果 在 进行 集体 选择 时 ， 糙 合 着 探 用 以 选择 性 篇 基础 的 品种 内 葡 

配 和 品种 间 交 配 ， 泪 且 在 层 花 传粉 以 前 妆 导 本 进行 不 同 的 培 译 ， 就 是 
发 ,把 集体 选择 应 用 套用 米 丘 林 生 物 学 方法 主动 创造 的 材料 , 那 未 ， 集 

体 选 择 将 使 世 联 社会 主义 农业 得 到 很 多 利 丛 ， 特 别 是 党 集体 滤 择 法 才 

SEF SRR BAF SRA ERS AR LF SM OY, 小惠 

RTS HOA AE RU AE) i PA > 更 是 如 此 。 " 

ARE: PPR ARIO., EWU RESR 
SEMAN R IL OTSENO A ts RRR AENEFT ETE EE 

物 的 青 种 工作 时 、 在 用 杂交 法 进行 工作 时 以 及 在 种 子 繁殖 工作 时 ,都司 
DER FA ASS hh. 

[5 ET AD TS BE is RR BR Gl AE 

Ag Hy UB Ee Hp HE BL Hg” ESSESE Hy AE A 5 BST BE PS 
i ANE PS ALT. PF DL SP A PS A 5 但 是 ,让 i 

PLE ASAE A TRG AE AE PE PTA b 

EARP BEE Ih: 5 关上 六 村 向 同和 
BRM UIE DB. IE i ALS FSR 
fl EERE E AA. (BE) | 

GE: 李 森 科 : 农 业 生 物 学 ,1948 年 第 5 版 ,第 18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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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I E TE As HEH BE SE Ts SASS 9 EJ 9 TL 

例如 ;他 在 :1926 Ap BES ALA RAE TE Hi NO AUS PERE HEIR 

Fy SE BRA Sts RAS A RR A LE LEB 15 RAR AEE Hh OB 

章 家 的 意 巷 中 。 选 择 之 巨大 的 否定 的 破坏 性 作用 ,我 当然 也 不 否认 

《 狗 葛 生 : 季 曼 性 和 遗传 性 的 正确 学 悦 初 步 ) 序 言 ， 1933 年 。) 

RGR HERB HES BAW BE REED yo ESE 

AER NG . SEE ARSE TE NOSE Oe“ Aa A HOTLE : 
RiniAM A ASE Reh RM BAI, eR 

HAE EE IRIE RY ASE, 

SE ACIE SESH TSE AISELET UN. (aH: “SRM AT 

RUD i fy LE BR ESA EE Ee (PI ESE ER EE A 
且 在 很 多 情形 下 ;我 们 确实 知道 它们 的 压 史 站 不 是 如 此 。 唯 一 的 解释 就 

FE A RARE EER AER : AE EE BEE; 人 类 把 过 些 

狗 暴 引 向 大 一 定 的 、 当 他 们 有 利 的 方向 。 在 过 种 意义 上 ,可 以 设 , 人 类 本 
身 创 造 了 对 他 们 有 利 的 品 征 。 汪 个 选择 原则 的 巨大 力量 一 小 不 是 一 
AMBRE RE) 

EI MALIA BET A TSE NY ISS REEA 
“me Rae HEI TILES, GIRS MRO, 
RELEASE ES A 
| Pi, ME OTH AHH T ESSER i ARSE) 2” 

ERE GUE LE TE Ee FE EY AR I EB HE 

BELEN IEA EAB CRRA BR 
BAINIET. 
ACH WE RH 

BE: PEM SC: PPA WH, AE SSE HY Wet, 1937 年 版 ,第 127 一 12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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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那 未 ,如 果 引 起 该 有 机 体 溉 屋 的 人 条件 ,就 可 以 利 断 的 程度 来 说 ;仍然 ， 
是 相同 的 ,过 些 稳 化 在 以 后 各 代 中 ,将 再 朝 着 同一 个 方向 特 压 加 。 如 
果 花 开园 获 家 在 花 巡 中 发 现 了 一 个 或 两 个 多 从 的 花 辩 , 那 未 他 相信 , 狼 

通 若 干 代 以 后 ,必然 会 创造 出 具有 集 糙 成 堆 的 花 准 的 重 辩 花 。 
雷 托 夫 数 授 指出 :“ 如 果 引 起 某 种 性 状 出 现 的 原因 萎 蒜 发生 作用 》 

那 未 , 蔽 性 状 在 不 断 地 和 从 一 代 传 到 另 一 代 的 通 程 中 ;将 越 来 越 完善 。 
东 个 规律 就 是 愤 择 (育种 ) 的 基础 ， 选 择 工 作 可 以 从 某 一 性 状 轻 微 

表现 的 时 候 开 始 , 芷 且 蕉 炉 进 行 ,以 便 加 对 过 一 性 状 : 有 大 说; 在 发 生 了 
甚至 是 微弱 程度 的 法 屋 时 ,用 选择 法 来 区 得 新 品种 的 任务 ,就 已 经 有 了 
保证 ; ALLS PLAT BS BO ALE Lee SRR, 
BARI” | 

过 泵 妇 主 义理 种 家 上 贝尔 邦 克 也 悦 了 同样 的 话 。 
他 写 道 :“ 我 们 的 任务 在 长 共 离 出 符合 大 我 仙 目 标的 特殊 性 状 或 

“偏向 ", 用 认 芙 选择 的 方法 来 积 果 注 种 偏向 , 泪 且 用 轴 花 传粉 的 方法 加 

下 或 培 加 汉 种 偏向 ,不 久 我 们 将 避 使 植物 雪 行 我 们 的 指示 。?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清 楚 地 丛 述 阮 择 的 创造 性 作用 :“…… 只 有 用 选择 : 

的 方法 ,才能 够 获得 显著 地 符合 大 人 钴 的 思想 和 需要 的 产物 ?过 些 产物 
薄 且 将 具有 在 自然 界 的 兰 物 中 也 使 我 们 蓄 奇 的 那 种 合 目的 性 。 允 性) 
最 和 后， 我 们 将 引 王 李 森 科 院 士 在 论述 选择 的 创造 性 作用 的 问题 时 

的 意见 ?他 指出 了 关 大 自然 和 人 工 选择 的 作用 的 两 种 相反 昂 解 ;揭发 了 
形式 遗传 学 家 的 错误 的 本 质 。 李 森 科 院士 写 道 :“……' 必 须知 道 , 天 帮 自 ， 

然 选择 和 人 工 玩 择 在 有 机 钵 类 型 创造 中 的 作用 ， 在 生物 科 掌中 存在 着 
两 种 允 立 的 见解 。 
根据 第 一 年 见解 , 即 我 们 叙 联 生物 学 家 所 接受 的 见解 ,自然 泪 择 和 

BEL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公 集 ,第 6 AR, ANIME SK HME, 1939 年 版 ,第 11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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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SRE EP ASEH 
ARE BEB 08 > FR HE APY GER RSE GT: 

RL A Wy PB He FT AML AM DBL OVE) | PASSER AIA SSR VS A AE 
性 作用 .过 些 科 学 家 把 选择 认 仍 仅仅 起 着 挑 遗 者 的 作用 ,而 不 是 新 钴 型 
或 新 特性 和 性 状 的 创造 者 。…… 

未 承认 选择 具有 创造 性 作用 的 遗传 学 家 们 所 作出 的 钳 误 ， 是 在 所 
他 们 仅仅 在 学 面 上 睦 解 迷 泵 文 的 疆 择 。 在 他 们 看 来 , 生物 学 肚 择 旺 死 物 
的 选择 没有 任何 区 别 。 然 而 ,自然 选择 和 人 工 玩 择 的 概念 是 广 江 和 深刻 
得 多 的 。 巡 责 文 把 自然 选 撑 盯 解 忆 一 个 隐喻 的 、 寅 草 的 名 词 ,其 中 包括 
三 个 永和 这 成 久 统 一 体 的 因素 : 变 愉 性 .遗传 性 和 繁殖 过 剩 .”( 星 --) ae 
科 院 芋 在 其 著作 中 用 “生存 性 ”一己 来 代替 繁殖 晕 剩 。 

李 森 科 院 士 弧 调 指出 :“ 巡 请 文 不 止 一 炊 指出 , 炎 明 通常 是 按照 寻 
择 的 方向 进行 的 。 他 的 理论 在 很 大 程度 上 是 建立 在 进行 玩 择 的 那些 性 
歌 的 加 天 的 规律 上 的 。 动 物 钼 养家 或 植物 栽培 守 有 烃 秦 的 眼光 ,在 个 别 
的 动 植物 个 体 上 看 到 了 他 所 要 控制 的 那 一 方向 的 轻微 每 殿 。 过 楼 的 动 

御 物 个 体 便 被 选择 来 做 种 。 在 若干 世代 更 替 的 期 间 内 ,过 些 最 初 亲 乎 看 
示 出 来 的 左 向 ;在 巧妙 的 处 理 下 便 发 展 到 任何 人 都 能 辨别 的 程度 .过 一 
EiBW]: 由 蕉 选择 的 秸 果 ,性 状 或 特性 就 加 强 了 ,就 是 褒 , 创 造 出 来 了 。 
SAA, 自然 选择 和 人 工 泪 择 会 创造 动 植 物品 种 。"( 攻 二 ) 

天 大 选择 的 创造 性 作用 的 问题 ， 已 经 被 过 泵 女 主 义 完 全 肯定 地 解 
次 了 。 

原始 人 类 简直 就 开始 实际 应 用 个 苯 吐 择 法 。 
在 讨论 个 体 选 择 工 作 在 不 同情 形 下 的 组 三 和 技术 的 问题 以 前 ， 必 

Ho: 全 上 ,第 52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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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 综 调 指出 关 明 这 个 方法 的 本 质 的 必要 性 , 因 篱 所 规定 的 各 种 方案 ,都 
是 有 休 件 的 ,都 可 以 稍 加 改 夺 ,水量 在 个 别 的 育种 家 儒 际 运 用 时， 也 以 
Fla tty PRUE, 
et Se CEU ee ete re 

BR, BVERMLGCEEOA— Hh MRR AMae se ， 
(EFI ALTERS ATER BB RAR RR HI AH 

#, 
FELASA ALE CE IPER BRE RL, ERP RECRA 

AAS BAL Se EE FE Ee BE. 
(ESSE OS — He PL A. SE AE 

ES ME HE EEA HA BEES 2 LR STRAND 
ER, ET WPT EE A, REAR Ee, 
KERMA ROA RE RE | 

peSSeEE Ay yh CMESERE ED) (ORL A» BED) TT DUK EY 
种 区 的 价值 以 及 作物 的 种 类 而 定 。 通 常 是 选择 数 百 株 到 2000-3000 

株 。 自 花 传 粉 植物 的 个 体 选 择 可 能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过 一 点 次 定 基 是 从 规 
定 的 品种 中 进行 选择 ,或 是 在 交配 谷 的 最 初 并 年 内 从 用 交配 法 (品种 半 
交配 或 更 速 炮 的 交配 ) 得 到 的 材料 中 进行 选择 。 进 行 工作 的 那 秆 作物 之 
传粉 方式 ,也 决定 阮 择 方法 的 不 同 。 

在 伍 壕 个 苯 滤 择 法 时， 我 们 将 讨论 育种 工作 时 所 探 用 的 一 些 选 择 
方案 。 | : : 

Fi FF EH OSES 5 oT LBL Ey TE WE OEE ESE 
He HE Py RB SY EPEAT th J THT 4 

SLE YEG Ws HE MES CR ESB AA» 它 指出 了 大 多 数 
表征 机 关 在 某 种 程度 上 应 用 的 一 些 基本 要 点 。 



第 一 篇 ”第 四 章 ” 育 种 工作 的 选择 211 

自 花 传粉 植物 的 一 次 个 体 玩 择 的 方案 在 进行 一 次 的 个 体 跑 择 

时 :从 原始 品种 选择 出 来 的 那些 精 愤 植 株 , 要 分 别 地 股 粒 ,分 别 地 去 殖 谷 

代 , 示 要 混合 在 二 起。 这样 看 来 ;在 工作 的 第 一 年 内 ,就 要 在 青 种 昔 围 的 
杰 区 上 ， 把 一 切 选 捍 的 后 代 仙 原 始 品种 和 杯 准 品种 进行 比较 试 胞 和 研 
究 。 很 据 所 获得 的 碍 料 , 把 不 良 的 后 代 淘汰 掉 把 优良 的 后 代 留 下 ? 芷 是 
Beis SR Ll CBA HY LRRD) 

ep Hey LB] HE By AS TR » BRL TT BUA BE» EE ERE Ey 
8, HBO CMR AE FS, ERR TT 
DUE FH TEE. 

AEE Rr ATE we WY De Ps Md SG 
RAH, ) 
AELVENA HAE, EET HOTELS: (1) RA (KT) fy — 

部 从 后 代 ,不必 经 过 初步 品种 喜 验 (IIC) ， 就 在 青 种 站 中 进行 训 赛 品种 
BLBRCKC) 5 (2) 另 一 部 牙 后 代 ( 或 全 部 和 后代 ,起 作物 的 繁殖 傈 数 而 定 ) 兴 
DEPP RRB; OWS, CLT a PE 
AY > HS Zee 

FESS ESE HB FS F555} GE ARE FT EE in FB Ss ME Ss FE 

45 SHE TT ae, Ie AIMS, WT im BES TY AE: 

| RRM BE ERR BA MA Ie BE Ee 

— = = 

Ded I BFR PE, FERS SHE FE TF He » SBT ores PERSE EE 

FET BE EER A 9 aos Ft 9 EE TT LHe » SE Fy AE HE A Ss FF AR» 

REGAL th» DP ET ALPE BLE o 

FEL AE AY SS = FETT EAD AEE Be AN > FESR PS BS AP 

Be G7 WEE EE ALBA BR LENT AE Hh ETO WE RES SE 
tL ae 

— .-.  * 



212 FBTR PE is BREE RS 
———— 

AEE FS BEAK TABS » 51 BE rh BEE 77 Le» ITE Pt 

Fe TCE aera AR its TS A FEE 9 REIL, 

PY ASS AAR SE Se (PSE GR » HEE ah EG SR) EFT 46 

RYH ONS TE GSSEES 5 HAAS ee Ce FA SS EGY on EET 

BERNA PEARCE, 

WE» AAA A ELF ST MER BED 

Be Bi AGE El HEAR 0“ HR” sn FP SE 7 TB GS SS a JR 

原始 材料 苗 国 

第 二 年 
BHwnAA RE 

第 三 年 
1 对照 苗 围 ( 玉 IJ) 
2. Me ime Aes TIC) 
3. HiFi Aaa KC) 

第 四 年 

1. RE MAAR KC) 
2. 地 区 品 程 试验 SC) 

3. 初步 繁殖 (IJIP) 

第 五 年 
1. MAH IP) 
2. #8 tis) CIT) 
3. Ame 

wee Le vem - OE Ses Dae ae 

DA 了 CXS 

— a 

ail 

oo 

Kl 

nop 才 Oe 
EY 4 

aT ae a Wl 

RN 

ES Se 

Ei AEP ES Pati Pe MAGS EIR Ty 

|: EEE HAA ERR 

Sy BN FEES BRAG ERR 
FEF (HIIKA RAR) 

播种 优良 的 家 系 (MIKA 
BiH) 

ERRAHRR (MIKE 
BAY) 

1. 在 育种 站 中 和 在 地 区 
内 试验 

2. 繁殖 

3. 交 答 国家 品种 试验 砚 

中 乓 “1 征 子 繁殖 工作 
2. 交 栓 国家 品种 试验 硬 
进行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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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 人 一 人 人 人 人 人 一 Woo 

Bist. 
GERI SDE A REE: HELIS AC SHER FS 5 (BE A BOD TP A 

ABI, IRAE. ALYY ALI erp , WT DUA BSE HO 
INE See AL A AA SE PO BE 
BATU ARIAL ET Re, BRET RAY 

FURY 5 3S LEZEN BRI LEAS sp BETS HL AE De E328 SA” A EF 
PERE. 

328/2 品系 的 单位 面积 兰 量 (与 原始 品系 328 比较 ) 

席 粒 产量 (单位 每 公顷 公 担 )| 产量 

1936 年 | 1937 年 | 二 

斯 塔 甫 纵波 里 卡 328 31.7 22.9 : 100 nee eeer 
" Bx iE HH 的 品 柔 也 

1328/2 ixX% 37.8 30.5 4 127 和 良 。 

副 可 以 竖 出 极 电 富 的 材料 ?来 征明 各 个 自 花 传粉 品系 的 多 样 性 。 
;这 一 切 使 我 们 不 得 不 承认 : 必须 从 用 个 体 选 择 法 和 杂交 法 育成 的 

网 花 传粉 品种 中 广泛 进行 有 计划 的 重复 选择 。 有 很 多 青 种 家 相当 广泛 
地 内 用 了 芝 样 的 选择 ,很 多 品种 就 是 用 过 样 选 择 的 方法 区 得 的 。 

重 基 王 年 科 引 证 了 冬小麦 新 品种 克拉 斯 诺 巡 泵 卡 622/2 的 产量 壮 
料 ; 温 个 品种 是 从 622 品种 中 进行 个 体 选 择 而 多 得 的 。 

a 点 

eB 国家 品种 试验 HA(19374f) 
an 种 ome 

| Caen CE we Le ee 
2 站 切 林 试验 场 

x | 页 试验 场 ok 验 场 K 试验 场 

5 | se H622 ..... 26.0| 38.4 30.9 28.8 20.4 

SHOR MH 622/2 | 29.6 | 38.3 35.0 32.5 26.7 

. a (单位 每 公顷 公 143.6| +4.9 十 4.1 +3.7 +6.3 

a. Ss es ee Te 



214 田 问 作物 育种 学 及 种 子 祭 殖 学 

现在 , 克拉 斯 讲 过 泵 卡 品种 ( 非 尔 重 吉 将 乌 姆 622/12) 已 经 在 北 高 
加 索 的 广大 地 区 内 地 区 化 ;一 一 在 克拉 斯 诺 过 泵 兆 区 、 斯 过 雅 史实 里 渴 
区 、 格 困 楷 内 省 、 北 沃 舍 梯 自治 共和 国 、 卡 巴尔 过 自治 共和 国 和 巡 格 斯 
坦 自治 共和 国内 地 区 化 。 

所 引证 的 材料 , 令 人 信服 地 证 实 了 在 自 花 传粉 品种 中 进行 重 槛 选 
择 的 高 度 效 率 ) 过 些 材料 必须 提供 育种 实践 参考 。 

在 进行 重复 选择 时 ,如 果 适 当地 栽培 植株 ,就 可 以 加 吾 各 种 有 利 性 
状 的 发 展 。 

款 续 个体 玩 择 的 方案 在 进行 映 花 传粉 植物 的 青 种 时 ， 连 炉 个 体 
选择 应 用 得 特别 广泛 。 长 期 重 槛 进行 的 玩 择 ,通常 会 使 导 择 的 那些 性 状 

AA MF | 

HE) Fl BE Hs TEAS RSET SHS OAK RCD 
HDi SE 5 HE RG REI I RS HE DH A: 
BENG DUI SE HOKE D tes FES AE HI > We TS Re 

TY SE, Fy LR CENCE HO PE PR 是 
父 本 植株 很 少 加 以 控制 。 | 
FARMCLAMERAM RCE HBA, MEL 

Ce AU Py LT AIR PATA, BeAPTAT DLR aS A SA 
AF: SRSA BSE TE ARR IEE, RIAL A 
Phy PE i TRUS 2 WE A SEE AHR SE OTY DAES TAR 9 
SPARS RAM Me RL HE, ORBEA 
SeBE HE AEE, SEPP AE HEY HAS.» WH TH TT HELE, TE 
(Te PEP, DY HLS — 
SP 5K ik GAS Ty BEES EA RR EAL FB , 

PAG ah » AS ARO wy TAL» Le bn AR BL BI ARS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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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S A AG HES FS A — EAN BE Hy TES eT 

SEPA: SUT GSE SCE: BEY MISS 5 pH RL GE PAUSE REP TE 
By We 5 OF HE AS TE ME Hh PE VES TH PSL 

FEED ACP Ss BEE Py LY SR PS CE 

ERB BEL Hg TE A 5 PR AF BESTE WY HERG ZEEE ES REE AED 
学 抵抗 力 的 多 样 性 和 可 塑性 。 

在 女 花 传粉 植物 的 连 夸 个 体 选 择 的 方法 中 ， 似 乎 已 经 找到 了 使 供 

试 植株 沿 着 一 切 方向 (其 中 包括 单位 面积 兰 量 的 提高 ) 发 生 显著 有 利 的 

PCM; 但 是 ; 正 像 汐 一 步 工作 所 关 明 的 ,这 个 方法 东 不 能 永 带 在 
最 重要 的 问题 上 一 在 提高 单位 面积 音量 的 问题 上 一 一 发 生 和 良好 的 效 
果 。 | 

FEF Pr SS BET EY JB 9 AE EEE + SET THY 

Th BL AS , Pes ARES ATR. 

ARTE RIE A AME SURGE NO AS He, HO SR SSE TE SABE 
WSR AEA, BAM RABS WR RIE 

AROSPELABRE HOHE AEWA, BRE RIK 

多 。 
很 多 青 种 家 发 表 过 意见 , 训 俘 连续 个 体 选 择 ,仅仅 能 够 使 华 的 品种 

保持 在 二 定 的 单位 面积 郑 量 水 平 上 。 我 们 训 禽 过 种 意见 是 不 可 靠 的 ,过 

种 意见 说 明了 芝 些 青 种 家 没有 完全 研究 所 探 用 的 综合 工作 方法 ， 没 有 

探 蔓 加 泵 文 主义 的 基本 原理 。 
FEE FT a BBE ENS» BA SE EY Th BE A 

的 研究 工作 着 重 指出 :对 从 大 多 数 的 向 日 区 品系 进行 多 次 的 个 体 选 择 ， 

将 引起 很 大 程度 的 训 矣 现象。 
HEGRE ti LMBAD; 但 是 在 比较 第 一 代 和 以 后 各 代 的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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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 ,在 大 多 数 情 形 下 ,也 可 以 在 大 多 数 赋 花 传 粉 作 物 方面 充分 清楚 地 观 

FAB ALY hl BS BEAK 

必须 着 重 指出 ， 大 多 数 的 青 种 家 把 玩 择 的 品 系 播种 在 隔离 的 地 段 

上 了 时 (目的 在 藉 防 止 适 些 品系 与 其 他 品种 发 生 婴 花 传粉 )》 都 获得 生 上 

A AEC. 

完全 自然 的 ,相近 的 栽培 条件 ;植株 发 至 的 充 共 同一 性 以 及 所 播种 
的 后 代 的 一 般 整 讲 性 ,具有 了 近 各 党 殖 的 特征 ,过 样 的 繁殖 会 创 弱 植物 
的 体质 ,限制 植物 的 适应 可 能 性 。 

正 因 壳 如 此 ， 所 以 天 共用 连 苇 个 体 选 择 的 方法 进一步 改良 现 有 品 
种 和 创造 新 品种 之 有 系 葡 的 和 合理 的 工作 ， 中 然 会 引起 个 别 性 状 的 改 
和 良 , 但 是 在 大 多 数 情 形 下 ,不能 保证 产量 的 提高 。 

创造 性 的 介 礁 埃 达 页 文 主义 在 发 现 了 过 种 方法 的 片面 效果 的 原因 
灸 后 ,开关 了 消除 这 种 方法 的 缺点 的 道路 。 划 蕉 埃 青 种 家 们 进行 的 最 重 
大 的 尝 革 ;就 是 消除 相近 的 栽培 人 条件, 消除 植物 在 机 花 传粉 那 一 年 内 以 
及 在 以 前 各 代 内 的 发 育 同 一 性 就 是 说 ,使 在 轻 济 性 状 上 相近 的 、 但 是 
起 源 不 同 的 \ 培 青 方式 不 同 的 那些 优良 后 代 之 间 进 行 自 由 的 机 花 传粉。 

SAPS a Un AS STE DE th EE 
Se AA TU EPE SH09 e  RALE 75 a BLY SSA» DTT SEL a 

EL IRIS SLE 68 BE HK 9 EERE HH (RG LE HE UME GF 
在 隔 克 的 地 段 上 ,而 是 把 在 主要 的 经 济 性 状 方 面 ;彼此 比较 接近 的 那些 
家 系 合成 -- 狂 来 进行 。 过 样 一 来 ;过 些 材料 仅仅 在 预定 的 方向 相对 地 整 
调 化 ,但 是 仍然 保持 篇 丰富 的 征地 ,在 每 一 代 中 ， 过 一 类 的 各 个 家 
系 之 间 都 进行 遇 花 熏 粉 ， 过 一 点 保证 了 在 比较 微弱 的 宝 贯 性 状 获 得 改 ; 

和 捕 时 单位 面积 产量 能 够 提高 (或 保持 原来 水 平 )5 

汪 种 方法 麦 现 了 很 大 的 效果 ,站 且 已 经 由 青年 实践 加 以 肯定 。 过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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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在 向 日 次 方 面 3 可 以 时 出 下 列 的 品种 : 芒 拉 托 夫 169、 姜 年 卡 
22/82. 克 重 格 里 克 A/41, PES: 8281 、 日 丹 诗 夫 6432 等 等。 

向 卓著 种 家 莫 史 佐 夫 全 经 举 出 了 有 关 过 种 方法 的 特征 的 很 多 裤 
HAE. 

LS » LEARNS FS BOT LIES 3 ETE T Ve ASAE DIAS tin BE 
OH pe FEE Gt 66.19% 增加 到 86.7 % , AWE ee PLA J CEMEAT 
J SAREE RE TR YES LER Hs WD YD OB 
BEBE 42 Go 3G MBB] M5 MEH WLW PS WR HEMEL PRE A, 
T (HBA HO HR HAE EIS EA AEAE) . HI NRE» 
可 能 在 第 一 次 选择 后 起 ,或 者 在 以 后 就 开关, 过 一 点 决定 基 它 们 稳定 化 

的 速度 。 | 
在 原始 材料 进行 生 兰 播 种 的 第 一 年 中 ， 要 进行 大 规模 的 第 一 次 田 
间 选 择 , 来 选择 优良 的 植株 。 | 

PEF PGSSERE HH HASSE EK BE PETE BRE PME FT bE De et 
th HEBER PPB TES BRAD ZO, 

| AEM AE rh SEERA BE NI ETE TES 2 Bl. ae ET 
fi EAPO A 5 SS OE HE IMD RS HE PE HH HER HK PAR 
FERRE PETE AIK, ATE FFA ACRE I BED a Tk 
Fi MRE ER OR PET SE. SR AE 

4 PSA la ey A WT ER GE A SEP HY OE Be ALP SOE 
IRB EAE — BPR EK SEAL, TEES R AIA AEE, 

Pat, BARB ARH BBE HET FE hE A ET, EG I ee Hd 

AME 45 E03 AAALGABR, hE AUETE AA ERR, (aI CEE SES EMT 



918 MIDE OL Ee eee ee oe 

emt (JR Teh EF EE BRITT 
RE He RIE iL HAR I SE I ASEAN OR OE 

EMBER AONE OA A He — 22» (EL LEAL HES BB 
Hee CBE HOLES . GE DER EEE DY, ESS SEE HY 
RE iA POR LC S-» EE EAT EE 

© 6° 95% °0 0 0 ooo Oo DO 

原始 品种 AN RRS 

1. RAMI 
pte 2. 熏 良 植 栋 的 渤 择 “证 
eats 3. Aigiteal igi 

1. 家系 的 比较， 
see 2. 优良 家 系 中 优良 植株 
Hee 8. AACR APRONS 

4。 BRRFWRS 
第 三 年 

1. Bea 

2. 问 赛 品种 试验 (KC) AE 
3. 初步 策 殖 (IIP) 

第 四 年 
1. WHI te tac Be 
2. SMEATRER(KC) AAW ere tell IN pe 同上 

FIVE AARC) me Psblirdalhd ees 
3. 初步 繁殖 (IIP) 

第 五 年 
1. LOMA 同上 

进行 试验 

2. 有 央 始 进行 种 子 繁 殖 工 
作 

ZA Derailed | A 1 Ri 多 加 由 bb 

ae 

PR Ut 2 

TE NIH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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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佰 家系 中 再 进行 遗 择 ; 从 优良 植株 上 所 收 的 种 子 , 再 播种 在 隔 此 的 地 
外 上 。 洛 样 的 玩 择 可 以 重重 若干 次 。 演 样 看 来 ,在 探 用 婴 花 传粉 作物 的 
箱 体 家 系 选 择 上 时 ， 仅 仅 在 一 棵 原始 植株 的 后 代 中 (在 一 个 家 系 中 ) 进 行 
机 花 传粉 。 由 此 可 见 , 不 论 在 母 本 植株 方面 以 及 在 父 本 植株 方面 ,都 进 
行 传粉 的 控制 ,过 一 点 是 探 用 家 系 类 别 选 择 法 时 所 没有 的 。 个 体 家 系 选 
FEES TE WME EAR OPER EMG IEE LAE By the 
HAR BE (Sk BALL EWR» PTT PAT EE AR 

AE TEGEL ASS HH» WY DL a PRE AR A 22 & Bey 
FEAL PTA 
bE EE SUMS 
Bd to at TE J os PE PEER A. APA WR 

粒 , Me AE YY Bw I 3} BS 
HLA HH ETT ED EMER — EAN, WALTER 

abc AR PLE SLR fy TE EB Pa TY A 
ARAM PAE MUR, BUTS ie 3b PE BE 
个 别 植株 淘汰 掉 。 

由 此 可 见 ? 在 工作 的 第 一 年 内 ,要 和 进行 家 系 的 比较 和 淘汰 ， 包 及 和 从 

优良 家 系 中 选择 优良 植株 ,从 留 下 来 的 家 系 中 淘汰 不 良 植株 。 
在 第 二 年 内 ,把 在 上 一 年 精 选 的 优良 植株 播 年 在 个 别 的 小 区 上 。 和 从 

过 些 播种 物 中 重新 玩 择 优良 植株 .不良 的 家 系 被 全 部 淘汰 掉 。 其 父 的 家 
和 柔 中 的 不 良 植株 ,也 被 淘汰 掉 。 猎 允 玩 择 优良 植株 以 及 淘汰 不 扯 家 系 和 
示 良 植株 留 下 来 的 一 切 植株 ; 股 粒 盒 , 进 行 地 粒 的 从 析 , 混 合 在 一 起 ,天 
LRTI EBRD IHS Mi 
ERS E AT ADL AEA ARLE TEE REDE 
FORA EEA TTA IN, LEEPER LPR AT 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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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良材 料 以 后 ,重新 把 一 切 留 下 来 的 植株 混合 起 来 ;这些 材料 可 以 作 
试验 和 每 殖 之 用 。 

在 第 四 年 内 ,从 上 一 年 的 后 代 中 粕 续 进 行 选 择 新 的 优良 植株 ,过 项 
工作 要 按照 计划 所 规定 的 ,逐年 进行 。 同 时 ,要 淮 行 广 赛 品种 试 春 、 地 区 
品种 试 胞 和 初步 繁殖 ;在 同一 年 内 ,要 把 鼓 品种 交 锥 国家 品种 试 厂 绚 去 
进行 试验 。 

“在 第 五 年 内 ,除了 在 国家 品种 试验 血 进 行 试验 以 外 ?要 发 展 新 品 秆 

的 年 子 繁殖 工作 , Ie DREHER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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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评定 育种 材料 的 方法 
确定 品种 的 个 别 特性 之 重要 性 ”在 硼 种 肖 程 中 ， 和 从 最 初期 到 多 得 

FRE EB LL RT SSI POY: ee PH RHR 

Fer MES LMT BROT lA, HAR PE be SE 

SDI YLT RO PL ID) SER 5 FE AS BRE RE i LY 
FEUER EPS BA TG BE EA ATE EL» AE» FST EAR 

HMERRPCEME, VAR CELERE LOE 

的 那些 特性 。 
吾 种 过 程 是 从 太 究 原始 材料 开始 的 。 原 始 材料 苗 围 中 通常 有 扰 数 

药品 种 ;品种 数目 有 时 巡 到 数 千 以 上 。 此 外 ,每 一 个 品种 要 进行 1 一 2 次 

的 重复 试 内 。 因 此 ， 芒 培 每 一 个 品种 的 小 区 ?都 在 1 米 以 下 。 中 然 小 区 的 

面积 过 样 小 ,但 是 必须 就 我 们 所 感 山 趣 的 一 切 特性 方面 来 评定 品种 。 篇 

了 进行 过 种 评定 ， 应 当 掌 握 确 定 耐 冬 性 、 抗 旱 性 、 对 病 是 害 的 抵抗 力 等 
等 的 方法 .不 可 以 仅仅 在 一 年 内 在 天 然 的 田间 人 条 件 下 观察 品 种 。 因 篇 那 

一 年 的 冬季 可 能 是 温和 的 ， 因 而 不 能 侯 发 现 各 个 个 别 品种 在 耐 冬 性 上 

的 差 提 ; 革 二 种 病 震 或 是 害 在 那 一 年 内 也 可 能 不 发 展 , 因 此 不 可 能 确定 
各 个 被 研究 的 品种 之 间 在 当 病 患 咱 的 抵抗 力 方面 的 差 慷 。 乱 了 在 某 一 

告 内 全 面 地 评定 所 研究 的 品种 ,不 可 以 仅仅 限 从 探 用 田间 方法 ,必须 探 

用 实验 室 田 问 方法 ,过 些 方法 ,有 了 时候 叫做 人 工 感染 法 。 

大 工 感染 法 “如 果 必 须 确 定 品种 的 耐 冬 性 ， 可 以 在 某 种 温度 下 使 

花 种 历 塞 准 ;》 如 果 必 须知 道 品 种 对 从 某 种 病害 的 抵抗 力 ， 可 以 用 人 工 

的 无 法 使 哉 品种 感染 过 种 病害 ;如 果 必 须 确 定 品种 对 从 患 害 (例如 麦 程 
番 ) 的 抵抗 力 , 就 必须 培养 充分 数量 的 故 各 蝎 ， 然 后 在 适当 的 时 候 感染 

藏品 种 。 在 泛 一 邹 情 形 下 ,都 用 人 工 的 方法 篇 所 研究 的 品种 造成 在 一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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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不 良 的 条件 , 冰 且 在 过 标的 人 条件 下 确定 这些 品 种 的 比较 价值 ,在 用 

人 工 考 法 造成 的 人 条件 下 评定 品 稳 的 各 个 个 别 特性 的 方法 ， 就 叫做 实 秦 

SARE. 

但 是 党 我 们 从 天 然 的 条件 转 到 人 工 的 条件 时 立刻 发 生 和 这 柑 一 个， 
问题 :用 人 工 方 法 造成 的 条件 要 过 到 怎样 的 程度 ;才能 与 在 某 些 年 代 兵 

通常 所 有 的 条件 相 伺 ? 如 果 我 们 将 研究 品种 在 温室 条 件 下 对 华人 锈病 的 

抵抗 力 ? 那 末 ? 我 们 不 但 要 用 人 工 方 法 使 植株 感染 锈病 ， 而 且 也 要 调节 ， 

光照 ̀  示 度 空气 温度 等 等 的 人 条件, 过 些 人 条 件 将 与 田间 的 人 条件 非常 不 同 。 

因此 ,植株 的 抵抗 力 本 身 ,将 伍 它 们 在 正常 的 田间 条件 下 所 表现 的 不 同 。 

秦 程 量 的 感染 ,通常 是 在 特殊 设计 的 小 柜 内 进行 的 ?小 柜 的 壁 是 相 党 密 

-的 织 炎 细 。 秦 程 量 不 能 飞 出 过 个 小 柜 , 季 们 将 在 小 柜 内 的 植株 上 或 者 在 ， 

小 柜 的 地 板 和 壁 上 关 孵 。 但 是 在 过 样 的 小 横 央 植株 不 能 获得 正常 的 光 ， 
_ nce S 

AR PRS ARNEL I ABI NO TEASE, ARBRE eS 
AB. MMS L ERASE IE KAT eT BLE 
PEM ARELSR AR TIAGO PE, START » /) HIE PORCH AS HE EEA, 
出 它们 在 正常 条 件 下 发 育 时 所 表现 的 那 种 抵 抗 麦 穆 是 的 能 力 。 上 

更 进一步 地 避 ? 如 果 优 了 确定 耐寒 性 ,而 使 冬 性 作物 径 历 直接 的 塞 
淮 ) 那 未 ,在 过 种 情形 下 ,也 不 能 获得 旬 田 间 人 条件 完 全 符合 的 休 件 .在 拿 
利 有 冷藏 疏 备 的 小 柜 内 以 前 ,植株 应 党 播种 在 特殊 的 播种 箱 中 ,北上 且 生 

FBI FRE MR, BSE ee ERK AEE BB BLE RE AS 

SLABS WR 9 BED SEs REECE AES. ea TEE 

PY HBR AUS IE BO EAE» REPEAT] END; Be BE TE MES aE > Alla BS 

间 人 条 件 一 样 的 人 条件 ,是 不 可 能 的 。 至 大 说 到 士 壤 湿度 ?情况 更 加 如 此 。 植 

PAT ILE BE ACME 因 篇 播种 箱 没有 足 侯 的 深度 党 从 田间 

把 植株 连同 整 块 士 壤 挑 出 而 放 在 冷藏 楼 内 时 ,植株 在 试验 以 前 , 则 在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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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E HEE BRAY. ANALY HI BRE THE, I 
后 ;植株 受 测 周围 温度 的 影 泛 (周围 温度 在 某 种 情形 下 可 能 很 低 ) ,因此 
正常 的 条 件 受到 破 款 。 最 后 ,冷藏 楼 内 的 寒冷 的 作用 , 盟 田 间 人 条件 下 的 
窗 准 的 作用 ;共有 根本 不 同 的 特征 。 基 本 的 差别 是 过 样 :冷藏 模 内 温度 
的 下 降 , 比 较 在 田间 条件 下 迅速 得 多 ， 因 壳 要 使 准 藏 柜 内 的 温度 下 降 到 
柄 植株 猎 历 宕 准 的 那 种 程度 (例如 下 降 到 -20" 一 一 23*C) , 3h He BES 
小 时 就 够 了 。 在 沦 藏 模 内 , 塞 沦 对 认 被 试验 的 植株 是 从 一 切 方 面 发 生 作 
攻 的 :从 止 面 ;从 抽 面 ,甚至 从 下 面 。 在 通常 的 田间 条件 下 ,寒冷 仅仅 从 
上 面 传 来 。 

过 些 例子 说 明 ) 在 探 用 某 种 实验 室 方法 时 必须 特别 小 心 ,不 要 使 条 
件 虹 通 常 的 田间 人 条件 差 得 太 速 ， 不 要 使 所 研究 的 特性 之 评定 糙 果 完全 
不正 确 ; 在 探 用 所 届 间 接 法 时 ,必须 特别 小 心 。 一 般 习 来 ,所 届 间 接 法 就 
渴 所 研究 的 特性 不 是 用 直接 的 方法 确定 的 ， 而 是 藉 助 共 与 所 研究 的 特 
性 有 密切 天 傈 的 某 种 其 他 因素 来 确定 的 :例如 ,如 果 必 须 研究 植物 的 而 
每 性 ; 那 未 ， 可 以 用 确定 四 胞 波 中 的 含 糖 量 或 碳水 化 合 物 含量 的 方法 
BARA CHL RR TA BEE IE 1 Hy BE 

二 在 育种 的 不 同时 期 内 的 评定 方法 ”在 至 种 过 程 的 不 同时 期 内 所 探 
瑚 的 方法 ; 必须 是 不 同 的 。 如 果 襄 , 般 了 确定 现 有 品种 的 醒 冬 性 ,可 以 把 
炸 株 连同 整 二 土 壤 从 田间 挫 出 ,然后 使 它们 在 温 唆 的 场所 中 生长 , 那 未 ， 
在 育种 遂 程 的 最 初 阶 彼 中 ,在 种 家 所 所 有 的 植株 数量 很 少 ,过 种 方法 不 
河 以 应 用 ， 因 估 条 乎 殴 品种 的 一 切 植株 ,都 要 和 从 田间 连同 整 块 土壤 挖 出 
| 来。 要 夏 定 厅 种 植株 的 耐 冬 性 ,更 加 困 此 , 因 仍 在 过 种 情形 下 ,每 一 标杆 
炙 的 而 和 性 都 不 一 样 , 因而 必须 确定 每 一 棵 个 别 植株 的 耐 冬 性 。 
避 由 在 确定 烘 燃 品质 时 ,可 以 利用 直接 法 。 汪 种 方法 就 是 把 被 研究 的 品 
秆 的 吉 粒 磨 成 粉 ,冰晶 用 一 定数 量 的 是 粉 来 烧 稻 类 包 。 汪 种 方法 所 需要 

sd 

年 

4 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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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 BORLAE 3 AEE DLE, 因 篇 姑 果 幼 粒 数量 太 少 , 辑 磨 的 工作 就 不 可 能 应， 
确 地 进行 ; 杠 粉 太 少 时 ;不 可 能 燃 描 充 牙 大 型 的 蒋 包 2 PE 
质 的 工作 不 必 十 牙 精 确 ; 那 末 武 粒 和 天 粉 的 数量 就 可 以 消 些 ;但 是 也 不 
可 以 少 得 太 属 害 (不 可 以 少 基 50 克 ) ;显然 的 ;在 过 种 IEF 5 RES ER AB 
其 他 方法 。 

1-9 BENET rc SRNR RT 
用 同一 的 方法 。 

ses i UHR URS ME DN Io EE i STR Sy He 
法 仍然 非常 有 用 : TW DEAE POET EE BS, 
抗力 <: 此 烧 品 质 等 等 。 如 果 说 , 实 阶 室 方 法 有 了 时候 不 能 十 牙 准 人 ; 那 未 在 
很 多 情形 下 ,甚至 很 简 昔 的 评定 材料 ;对 大 育种 家 来 坝 ; 也 是 非常 有 用 
HARRELL MAM RT RR. 如 果 他 希望 准 夏 地 评定 每 
一 个 特性 , 那 未 他 必须 花费 好 兹 年 . 训 且 甚至 探 用 不 其 精 礁 的 实 且 室 方 】 
法 ,也 可 以 立刻 淘汰 掉 大 部 牙 显 然 不 通 合 的 材料 5 例如 ;可 以 仅仅 用 兰 

Soh ial CREE ch BLY TALE» = eH AE EN, Se 
B—-R GCAGORETWAW, FERRY VREOER 
ER HEFT E— S YE» BUA ESI EE EY 
Ste ALAC iF» SBE TNA, RAR AE ie BE 
HE PRA RA MWA, ARM, DA 
品质 ; HAE ae LAER TS ER ES ER 
TAZA TE Et Tk Fh. A 人 光 | 

个 一 般 的 规律 。 
品种 的 单位 面 名 放量 和 各 种 个 别 特性 5 88 hy) ea 2 

SRD 5 BEBE PARAS Ay RE 7 
FEWER 5 i PEW ZS TEDL BATE HL ME» REAFIE ARNOT S| D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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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me BMA RAT Ne SP IAy AES on HG A BE A PE ee» ALE 

BEA Be MUR GI FE is AE Ai » HAC SREBE NY » He HELD GIA NY ote 

a FE ER ER TR A WY oe BE HI EE AS 

EAE HI REE ERA EX » TTD Sas Zee PE, nse T ms BLES 

BG DUA 5 BRAY LAG Hh ies AEH SEL » AS FF EAE MB oi ae 

Pes a Ewe AY BE Ee. WFR AS ese BX 9 BRT HE EAR SCR FEE FEE 

PER WER—TNELM ARMM ER HEREC ABTS 
会 发 生 这 样 的 现象 ,因而 只 能 家 目地 进行 工作 。 另 一 方面 ,必须 进行 用 
I) TE AAS ME BON I DIES, EG OSE APE FEF TT SE 

Bh “植物 耐 冬 性 的 评定 

和 性 作物 品种 的 硬 冬 性 ,对 其 很 多 地 区 来 疝 ， 是 具有 很 大 意义 的 。 

1927—1928 年 ,哈里 科 夫 举行 的 全 蕉 联 有 关 冬 性 幼 类 作物 死亡 问题 的 

讨论 但 ,指出 冬 性 作物 很 常 死亡 。 根 据 越 尔 比 欧 基 1929 Eee ER 
作物 死亡 问题 讨论 会 的 论文 集中 所 引 征 的 玫 料 ,在 岛 克 兰 的 十 地 上 ) 冬 
性 作 肪 交 死 亡 ; 平均 每 雨 年 重复 发 生 一 次。 的 确 的 ?死亡 的 情况 非常 不 
同 ? 死 记 的 数目 估 冬 性 作物 全 部 面积 的 一 小 部 从 到 70 一 80 和 多 。1927 一 

| 1928 年 的 那 一 冬季 , 冬 性 作物 大 量 死亡 ,仅仅 在 饥 克 兰 的 土地 上 ， 就 有 
4,200,000 公顷 的 冬 性 作物 死亡 。 同 一 年 在 北 高 加 索 大 狗 有 800, 000 

: 

le el oe 

CAWSEE MEL » 在 次 一 年 的 冬季 (1928 一 1929 年 的 冬季 ) 9 At HG A 

索 的 冬 性 作物 死亡 的 数量 也 很 大 面积 过 到 3,000,000 A, 

不 同 品 种 的 耐 冬 性 ”1927 一 1928 年 的 冬季 ， SHED BAC 

的 情况 非常 不 同 。 耐 冬 性 最 弱 的 品 年 (例如 女 合作 社员 )， 在 哈里 科 夫 育 
。 种 站 中 仅仅 14 6 活着 ; 耐 冬 性 中 等 的 品种 大 欧 有 4 多 活着 ; 耐 冬 性 最 

弦 的 品种 则 有 70 一 80 活着 。 在 各 个 其 他 襄 种 站 中 ?存活 的 植株 百 分 

i. = ee en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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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这 克 动 很 大 ,有 了 时 超出 哈里 科 夫 的 百 牙 率 ; 有 时 上 比 那 个 百 共 牵 更 低 。 同 
一 个 女 合作 社员 品种 ,在 启 姆 斯 克 硼 种 站 中 公公 2% 存活 着 ;在 斯 梅 良 
试验 场 中 有 0% 存活 着 ,在 克拉 斯 诺 格 惑 , 则 有 60% 存活 着 下面 的 表 ， 
中 ;引证 了 冬 性 作物 死亡 问题 讨论 会 的 论文 集中 所 发 表 的 一 些 奏 料 。 

春季 和 仍然 存活 着 的 植株 百 共 达 
青 种 站 | 。 斯 梅 良 就 克拉 斯 岛 喧 斯 克 | EPA | aeserse | 3 a | Bama 

~ 一 

女 合作 社员 30 6 2 60 14 

| Sea 15 10 1 — eer 

不 创 伏 351 20 sos 20 一 一 44 

马克 兰 卡 50 ak AB 80 90 70 

Bat 一 一 49 75 一 一 42 

BFL 30 45 80 73 44 

阿里 比 杜 姆 676 75 61 87 92 67 

米 里 吐 鲁 姆 120 ee ano 92 93 76 

Se FE Bl HE 917 | ”一 一 一 一 90 96 76 

Fe as 75 a eee 95 89 

ECs EN ARTE BLE HORM TER DAR 
BrSe Lh Ay Re eB TIE. , MEE REIT FES BE EL RK 
Ft i ae SEIT A Din, pages = are 
oS ee, jo - : See — se rae a 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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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田地 上 竣 确 地 计算 存活 的 植株 。 从 过 些 春 料 可 以 看 出 ， 不 同 品 种 的 

植株 存活 率 在 购 斯 托 夫 育种 站 中 也 和 攻 动 得 很 大 :植株 存活 率 从 【了 多 到 

3.5 

15.7 

17.4 

27.8 

30.2 

FEHR HER 117 23.9 

MSR 237 | 48 .4 

| Bek a+ 62.5 

ARAL BME 40 64.4 

| | RRR 1060/10 78.9 

19284 ye NE BAYT HS UE FEB 2 Bevan BBE 
FEAF Fa ER HY RA ER Bs BEE ler: Fe ORK BI F 4 Al 

| SER PIE» 3 KORE BI F 10°—11°C, 春季 天 气 转 塞 ,大 
AREA ST FAG HR 28> BAAS PER a me PR AHI, 

SERA MET Mn Be FT 

et 存活 植株 的 百 分 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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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LG 

明光 

郭 斯 季 亚 奴 姆 237 

BRE 

险 里 科 夫 76 

| 哈里 科 夫 917 

所 引 促 的 全 部 材料 襄 明 ，, 耐 冬 性 是 品种 的 重要 特性 之 一 ,这 种 特性 
使 冬 性 作物 有 可 能 在 不 良 的 越冬 条 件 下 存活 。 

冬 性 作物 死亡 的 不 同 原因 “植株 在 冬季 不 但 受到 低温 的 损害 (BE 
然 低 温 的 作用 是 基本 的 损 嘎 ) ,而 且 也 受到 很 多 其 他 因素 的 损害 。 党 田 

ee ee ee ee 

MW bE MARSAS AO Re, AUER EE RS 

EZ FE ke be bel PS Jo Fo Hh [aD Be EAE is DR 9 SE NP a RR» 

SAME EE OEE HREM EAE ED RAE 
ORE TEI D5 DBA 5 ALAS EE TE iy EO IL ee OG 
Se, HERR ORE » Hu _L ETL BUR; 有 些 年 代 内 ,例如 1927 一 1928 
年 , 冰 融 紧密 地 覆 董 着 大 片 的 田地 。 冰 吉 比 较 雪 更 容易 传导 低温 , a 
对 植株 发 生机 械 的 影 澳 ,在 牙 带 节 上 发 生 压 力 ,使 牙 葵 节 不 能 接 解 空气 ， 
可 是 只 有 党 植株 长 期 停留 在 压 实 的 冰 融 下 的 上 时候， 空气 缺乏 的 现象 才 
发 生 ( 根 据 布 加 耶 夫 斯 基 的 资料 ,过 个 时 候 是 在 第 23 一 33 天 ) 。 在 春季 
GLAZES Ht oy BS EER. He FA ELE HS TE 
PEEL: GE UGA, ACTED » RSG EIS BCI BE BP 
永和 这 发生 剧烈 的 释 化 。 在 放样 的 条件 下 ,潮湿 的 上 层 土 壤 在 夜间 苦 辣 ， 
FER SEAR; 上 层 士 培 在 烙 闵 时 体积 增加 ， BRE Par AE, TT 

含 撩 其 中 的 植株 一 起 上 升 , 撕 列 根系 ; 然而 在 白 邵 解 头 时 ,十 壤 层 又 下 

沉 , 植 株连 同根 系 停留 在 土壤 表面 上 ,就 在 土壤 表面 因 乾 燥 或 车 姜 而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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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e -一 Ra 
merit (21 

AR KAI » HIER GE HIRE SUSE AK, Aiwa 

PEBULTE AGO, LE EARLS 5 WH HE HE ACS 
REAM MBAR. WMA eA HA A AE; 
FEMA EPH EE HBA, 

ERNIE Ass WON AT HAL RE 5 在 坚实 的 土壤 上 以 及 
FED BOWLED 5 He ERIE BEE AL. 
APTS HHS TPN OPE | ESI DTS RAE TE ALF EE BB 
FAA, BE AEG RETRY FBI OOK FF AHH LA 
PRE AE BEATE SHAE RE OE BE RAH BT 2 
PRBS BIL TE th A i HL. 

AURA PES, HMA RR TS 
HASNT ASBURY TE FAK EE Br Tae Ee TH FP BE 
HARA ESSE Maks SE HT HEAD TP PE 
HRI EI, ACMA TT HE ELSI BE MR 
FALE MHEERARE ARMAS BEE REE 
BASCOM MMAR PARMA FEE, BEE 
pe AR, 
| 和 从 碎 上 所 说 的 可 以 知道 ,而 冬 性 是 一 种 复杂 的 现象 ,在 冬季 ， 有 很 

区 不 良 的 因素 可 能 对 植物 发 生 作用 ,每 一 种 个 别 的 因素 ?都 可 能 使 冬 性 

作 腹 死亡 。 妇 果 上 壕 的 一 切 因素 或 胡 种 因素 同时 发 生 作 用 ， 那 未 冬 性 作 
胸 的 死亡 就 更 加 可 能 。 在 西伯 利 亚 . 北 卡 查 赫 斯 坦 和 某 些 相 阵地 区 内 ， 
次 季 澶 广 相当 低 , 覆 雪 很 少 或 完全 被 哆 散 ,以 致 用 普通 方法 栽培 的 冬 小 
万 作物 炎 乎 每 年 都 死亡 。 在 比较 南方 和 东南 方 各 地 区 内 , 冬 性 作物 常常 
BEAK HEC FS HES AEM TL, ARR EH RE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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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 是 低温 的 作用 以 及 履 雪 的 不 足 ) 此 外 , 履 雪 有 时候 匠 时 了 融 解 ， 因 而 入 

iu, 19271928 年 的 那 一 冬季 ; APE EMRE ARR 
anteaegmenigiesasec es 
HEC 

不 同型 的 耐 冬 品种 因 息 在 不 同 的 地 区 办) 越冬 的 人 条件 是 不 同 的 
因此 显然 的 ,品种 耐 冬 性 这 一 概念 在 不 同 地 区 内 是 不 同 的 ;根据 哈 利 科 - 

夫 试 台 站 的 资料 ,莫斯科 2411 品 种 在 莫斯科 地 区 内 很 好 地 越 条 9 但 迁 淹 

哈里 科 夫 地 区 (莫斯科 的 南方 700 仔 米 ) 内 播种 时 , 汉 常 常 在 冬季 死亡 。 
过 种 现象 可 以 用 下 文 来 解释 : 在 莫斯科 地 区 内 ;通常 有 很 充 共 的 柳 雪 7 
足以 保护 冬季 的 作物 如 受 低温 的 作用 。 此 外 ;在 莫斯科 地 区 内 中 然 有 时， 

候 也 观察 到 覆 雪 暂时 融 解 ,但 覆 雪 水 没有 完全 消减 。 在 哈里 科 夫 的 条件， 
下 ， 覆 雪 的 厚度 小 得 多 ,小 且 常常 是 长 期 融 解 。 车 果 , 覆 雪 常 常 完全 消减 。 ， 

EFI, DAE » HPT BN RA OREM 冬 性 作物 发 生 作用 : 因 篇 冬 性 作 
物 没有 覆 雪 。 和 过 种 作 用 扰 疑 是 比较 综 烈 的 ,特别 是 如 果 冬 性 作物 由 大 气 : 

候 回 唆 而 开始 发 动 生长 时 ,更 是 如 此 。 
Ms AAR HSE OTHE AS 1239 A EI 

917, EDS BS WY EEE BRE MG MEARS (HE CE BEI BE 
BA I BS EATER IE IES Me AROS, 。 
iETITICNG A Mel iE (SEIT EITS29 FI 1060/10) , BBA BAO 
HE RSENS 27 RG ARS) Hf ts ES (SR 

23,7 eh A EE WEI) 只 然 萨 拉 托 夫 的 各 个 品种 能 修 忍 受 上 比较 低 的 温度 jj 
”但 情况 却 像 上 述 那 样 。 过 一 点 可 以 过 样 来 解释 : 姻 拉 托 夫 的 各 个 品种 比 
过 不 能 适应 蕉 气候 暂时 回 蚂 的 作用 ,而 在 哈里 科 夫 的 条 件 下 ; 却 紫 乎 每 
年 都 发 生气 候 回 蚂 。 

从 泛 些 例子 可 以 看 出 ， 不 可 以 -- 般 地 来 提 汉 而 冬 性 ; 睫 当 吉 品 种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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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一 个 具体 的 地 区 内 | (其 冬季 具有 某 些 特点 的 那 一 地 区 内 ) 的 耐 冬 性 。 

发育 人 条件 和 耐 冬 性 “从 李 森 科 院士 和 其 他 人 的 研究 工作 中 ， 可 以 

知道 : 不 但 完全 通过 春 化 阶段 ,而 且 甚 至 部 分 通过 春 化 阶段 ,也 会 大 大 

降低 品种 的 耐 冬 性 。 对 共 不 同 的 品种 来 说 ,过 种 降低 的 程度 是 不 同 的 

播种 期 以 及 以 后 的 植物 发 育 人 条件 ， 以 不 同 的 方式 影 活着 春 化 作用 的 浊 

行 s 在 某 些 年 代 内 ， 春 化 作用 通过 得 比较 迅速 和 完全 ;在 另 一 些 年 代 内 》 

春 化 作用 却 由 礁 缺 乏 必 需 的 条件 而 通过 得 较 和 缓慢 和 不 完全 。 有 一 些 品 

征 需 要 北 较 长 的 时 期 来 通过 春 化 阶段 ， 但 另 一 些 品种 却 需 要 上 比较 短 的 

时 期 在 类 工 的 人 条件 下 ;对 从 冬 性 作物 来 说 ,过 个 时 期 大 网 是 .40 天 到 60. 

天 以 ;对 礁 牛 冬 性 作物 来 设 ? 则 仅仅 是 25 天 到 30 天 。 每 一 年 ;植物 在 

秋季 发 译 时 所 处 的 条件; 都 与 以 前 各 年 稍微 不 同 : 某 一 年 的 秋季 阳光 比 

较 多 ? 另 一 年 比较 少 ? 在 某 些 条件 下 ， 和 从 秋季 到 冬季 的 温度 是 逐 半 降低 

的 。 在 另 二 些 人 条件 下 ;从 秋 有 季 到 冬季 的 温度 是 突然 降低 的 。 无 括 的 ,过 一 

Sb ih FE OE RDI Pe SE — Bh BEAR, BEAL TR NE, 
AERA SI F E RSE 77 SL FE PIETERS; 在 

PEK AU ELD BLA TATE F 5 SEGRE TT RS HEM BCE 

MBS TE ASE 5 Tit EME Ft iS» Ai ey DU AME 7 ee AC 

很 少 油耗 所 积存 的 物质 , 那 末 耐寒 狼 钴 就 进行 得 较 好 。 过 一 名 说 明 , 在 

不 同 的 年 代 内 ,植物 准备 越冬 的 程度 都 不 同 , 它们 忍受 不 舟 的 越冬 条件 

”的 程度 也 不 同 。 

ERR ， 因 篇 低温 是 冬 性 作物 死亡 的 基本 原因 ， 所 以 我 们 将 
上 比较 详 革 地 研究 低 谣 对 共 植 物 的 作用 。 篇 了 过 一 点 ,我 个 将 利用 吐 曼 讲 

夫 数 授 关 礁 植 物 耐 冬 性 的 研究 工作 。 如 果 低 温 对 植物 发 生 作用 有时， 完全 

RR AREA GH) WAM MERRAD A HBS EMER ET 

| ELSE RY ATE =} 2 EIS AG Ae -6"C 的 低温 。 但 在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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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时 ,同一 麦苗 只 能 忍受 -3"C 的 低温 。 温 度 再 降低 ;植物 就 闵 死 ;在 植 
物体 中 糙 了 冰 。 在 胞 间隙 中 和 在 帮 胞 内 部 ,都 可 能 糙 冰 ， 或 者 两 个 地 方 

同时 和 结 冰 。 通 第 在 胞 间隙 中 最 早 和 车 冰 。 过 是 因 乱 在 钵 胞 的 表面 有 一 层 涤 

落 的 纯 水 ,过 个 水 层 在 O°C 的 温度 下 就 开始 车 冰 。 在 翘 胞 内 部 ?温度 比 

Be TKO MRE FE +4°C 的 温度 下 最 大 ?水 从 条 胞 中 旭 大 胞 间隙 中 ， te 

在 那 右 糙 冰 ,冰晶 体 的 体积 胀 大 。 笨 胞 发 生 股 水 现象 ,和 蒜 胞 波 所 含 的 碳 

TRACES PD FA RH OY ES ERY Hg SN VESTAS SY SH RY Tinh EE BA TITRA, TRS 

Win HERO Ab eS FH Te) LSS i ABE HA GS. ERE 

TTP 9 VSR A) aS HB A EPS Ss DR ae 

PHA HEPA HY 9 SEER HY TK a BS ETE CEE, APR ok HA SE. DEE 

SEB » TK SYA ANDAR Sy HS BEA EH IBD. EP » BS EVIE » 

OAS FEA GEE A RAE SZ PAD ORE Sar Ha BY AE Ee 

FC HAA 5 fo LAE AE AE Tt KE EIA ET RI, 

BETTY Fl 5 HERG EEE PE A, KER THE DY 5 Tih EE AEs TK Be 

PEL, PAN FEB UAE EIA — 4.5°C 时 ,有 64% 的 水 攀 成 冰 , 温 

BES —15.2°C BF, FEW ABB 79.3 多 。 

RFE PREC» AY HEE IR PS (Cyne spore 

FA; (2) HS TE Be 5(3) ok BS A I. YL » FiBL FE Sl BE FE REP EA 

Ae AF es MEASLES » THT A ERASE, A EE > FRAG 

HET] DMEM HAG LR » FEBS LER RE RE 7 LS EA HD 

是 在 车头 的 了 时候 死亡 , HT EE US EE. HET RELR PO ROK 5 

EARHEDRAW RA, H—-Wilt, ok eh yee ABI 

tt Fy — Fi lil» FAK TEE EE RE TK SMP ae E 

IA, (WASABI A, SRA eR EE Re 

fe SEIS , An A ie BER A AB  AE 

a See eel eee el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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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PMHMARS BRM, RBS 
Pep BEY EE, i THRE BY HH BE YE BER 99 eS a EH 
20H T FY DASE PS ERR PE IT-: BA SE E Bete — 4°C 

WO LBE TRIE 5 AH TEA, 3B SESE AEG AE — 30°C 的 低温 。 冬 性 作物 

Hr IA TA DE lel 5 th BY AE AEH TEE BES, 
(Hh REECE eK, 
秩 季 的 天 所 晴朗 温度 是 5°—10°C, Tze TEE Pe Aes O° “KRERE, 
那 未 在 演 种 情形 下 ， 冬 性 植物 的 耐寒 给 贸 进 行 得 特别 好 。 在 过 种 情形 
下 ; 冬 性 植物 积 果 糖 类 的 通 程 进 行 得 特别 迅速 。 如 果 气 候 是 除 天, 糖 短 
就 积累 得 慢 得 多 。 在 标 虹 中 ,积累 糖 类 的 明 程 完全 停止 .不论 不 大 耐 冬 

的 品种 和 最 硬 冬 的 品种 都 会 积 果 糖 类 ;但 是 最 耐 冬 的 品种 之 糖 类 积 果 
BE BREASTS LRA EE ERM SRL 
PHAM HS BRA T RF Ph SHER, 

BT PRE ANG Hyp, BRS 52% 的 糖 , 季 莫 菲 耶 娃 发 现 了 4 .5 

移 ), 库 别 泵 曼 发 现 了 乌 儿 .根据 哈里 科 夫 吾 生 站 的 列 料 ,在 若干 情形 下 ， 

最 醒 和 的 品种 的 含 糖 量 ， 估 植物 的 乾燥 物质 的 49.1% , CET SR NY 
初期 , 糖 类 积累 得 特别 逊 速 ,生来 ,积累 通 程 就 逐渐 组 和 。 只 要 有 15 一 20 

KAA A ANY EAE VEE EPR TE LT ESR, 

Se nT Mmm, ET ORS 
YA PE — SCG HK 

PETE SE HA TE BAGS, POOR TE AS IR PE 

着 的 植物 ,仅仅 消耗 着 从 前 积累 的 糖 类 。 因 此 ,冬季 越 长 , 覆 雪 越 厚 (如 
工 米 力 二 般 改 来 , 糖 类 的 消耗 就 越 多 。 冬 小 麦 在 秋季 能 够 比 在 春季 忍受 

PRBS IE. SWE RH, ABE, SHAKE 

BRS BARRE iy EO EK » UAE hy BI) BA BE WBS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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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Aisi SAL Ui BEE is FL 

fon) Ti AERO TE OCC DPE Fy AHA TES BT? TP > BERETS 

有 积 有 法 VRS HE OPC LBs CO, 的 同化 作用 很 少 。 植 物 在 过 时 候 进 行 耐 

塞 铁 狼 ? 因 篇 它 消耗 着 水 分 。 在 0 C 以 下 ,植物 发 生 胶 水 现象 ; 腰 体 的 性 

RAE Bt: BR RPK ES eats RR, 由 从 过 一 点 ?在 

Hi RoE ACS EBS ARSE Hi, A EER TKD. FER» EEG His Tees » 

5a A VES OR Go Hil PY AR A EG AE ak OR EE HI RAK SP 9 HL 

WATS A AEHEI SE FEAR TS RE BEAK Th MERA » FH Baa E. FESS 

SES As I) PSO 9 Se A BL FT DLS » BEN + HSA SP» TERK ESE 

WES ES ES ASTD HY ot BT AK PY EE 5 RTD BY i 

BWIKS 4, 

AE TEL Se BVH YD I A ERR AE 7 ABS > EB Aree ck 

DIS Ue 9 EMO EEE IM HE Es PS FAB Ks RE ” 

AR hei OARS A IH BY ort ZAR RK et 9 SRE DB ort FL 

ZB, BRR IRE : TELE DEO » RE BLES DEL I 

FEL BEB TE HBR Dt TD Het Un BRT Aa A A a HDS » — OB 

PET iN SBR TE. EBACE BEATE » TER AAO RFE PE BE 

FT iS FE SEER » A MITE HB Se — 10°C 的 进度。 

Ul EE FY Ht AN Be AIS 9 (BE HB ne HE Be BSS A SE > 因而 死亡 得 早 些 ; 管 

录 度 组 慢 和 逐渐 降低 时 ,植物 能 锡 忍 受 得 较 低 的 温度 。 在 很 多 情形 下 y， 

Fey De ith BE alt 2 eA » Hiei a pe FB TEAS PB BS BERLE FE CRRA Bo Sh 

FDS » Tan ES Fs tis BEAR ANH) 

FES ZEW ITED 5 2 HE Hy 9 HTS FE FER 由 礁 各 种 不 同 原因 的 影响 | 

TSE MRM. Be es HEAR 55 Td 1 a RAF EET 5 OK EE ER 

Sh 5 PEAS IEE FT 6 HY EAE TR 9 WY SH EE TT (E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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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S A; MPI TE AER" 5 hy BET BE 5 CEES ELBE MF 5 MPO PBT FF 
FE BGR HEIR IES HE FE EAs ES AUD FL «BP I A 5 它 
消耗 着 在 秋季 积 果 的 碳水 化 合 物 ; 碳 水 化 合 物 的 崇 藏 量 逐 渐 减 少 。 过 个 
过 程 混 行 得 越久, 冬 性 作物 就 越 没 有 抵抗 力 。 秋 季 和 冬 初 ) 冬 性 作物 能 
够 此 蒋 在 冬 冬 ( 畦 别 是 春季 ) 忍 受 更 低 得 多 的 温度 。 在 11 月 底 到 12 月 初 ， 
叭 里 科 夫 的 冬 性 作物 能 饮 毫 无 损害 地 忍受 — 25°C 的 温度 在 3 月 底 到 
和 月初 ; 它 俩 划 在 — 10°C 到 — 12°C 的 温度 下 就 死亡 。 
AB EEA AEST) ARIE A RETR A) 

Ft SBE TA PY EIU » TR FE FR AIG, Lt 9 AR ME EFA ZH HN i LEAS 
WOVE EE FEA ABE AY hE Gi Mn RS TEA HRA HE Es AB GE HE 
节 中 可 以 重新 发 青 出 植 物 的 地 上 部 分 和 根系 。 

可 是 ,科学 家 们 在 研 完 牙 莫 节 深度 与 不 同 品种 的 耐 科 性 的 天 傈 时 ， 
所 至 行 的 各 个 试验, 车 果 完 全 了 矛盾。 在 一 些 试验 中 ,科学 家 发 现 了 过 种 

- 央 傈 ,在 另 一 些 试 内 中 , 则 发 现 了 没有 关 傈 。 哈 里 科 夫 试 脸 站 试验 了 15 

个 耐 冬 性 不 同 的 冬小麦 品种 ,因而 作 了 车 论 : 最 耐 冬 的 品种 之 分 药 节 所 

处 的 深度 , 偶 最 不 耐 冬 的 品种 一 样 。 第 二 年 所 坚 行 的 试验 ,得 到 了 辐 桂 

的 辕 果 。 一 印 品 种 的 种 子 如 果 播 种 得 深 些 , 分 更 节 所 不 的 深度 就 越 大 。 

评定 耐 冬 性 的 图 问 方法 ”要 最 正 黎 地 评定 品种 的 耐 冬 性 ， 必 须 利 

用 四 于 的 评定 方法 。 仍 了 汪 一 点 ,必须 每 年 在 该 地 区 通常 的 播种 时 期 内 

播种 不 辣 的 品种 ， 然 后 在 春季 观察 过 些 品种 在 秋冬 时 期 和 春季 时 期 的 

通 程 中 发 生 了 和 什 订 现象 . 轰 过 很 多 年 以 后 ,就 可 以 完全 正确 地 评定 过 些 

襄 种 的 一 般 特性 及 其 耐 冬 性 。 在 过 种 情形 下 ,品种 将 在 通常 的 田间 休 件 

] 
A 

PBR: FERRARA IN 9 38 an RE TAINO A 

WEAF » FEF; —AEZ ZEW 9 RAE OT HE BR AEA EPPA ly A 

4b BIE A). WY HE BE AE Ss BRAG TDL: FESS FE Se An YS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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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发 生 特别 怠 烈 的 作用 ; 在 下 一 年 冬季 ,发 生 主 要 作用 的 ,可 能 是 冰 

歼 , 或 搞 死 ,或 任何 其 他 不 利 的 条件。 

越冬 情况 月 测 法 | 可 以 在 春季 当 科 性 作物 已 经 发 翻 生长 ) Bra 

以 辨别 活 的 和 死 的 植株 的 上 时候 ， 来 评定 各 个 不 同 的 冬 性 品种 的 越冬 情 

沈 。 评 定 越冬 情况 最 普 泥 的 方法 ;是 目测 法 。 在 探 用 过 种 评定 方法 上 时， 必 

须 一 个 品种 一 个 品种 拨 次 地 检查 。 如 果 有 眼睛 不 能 狗 祭 到 任何 死记 的 村 

Pk ME ACS LA EEE Oh ENTS, MRA HK 

Ky MC FEE BUR, BISA 4, WRAP Be 
RW REFEBB 3; WRACK ABS RES 

2 hs 如 果 存 活 的 植株 
UM 很 少 ,就 评定 为 第 1 狐 。 不 

都 要 评定 等 级 。 演 项 工作 

必须 由 一 个 工作 人 员 来 完 

成 。 如 果 千 数 的 品种 由 一 

LEA BOR REE > Tae 

定 , 那 未 ,过 两 个 工作 人 员 

上。 的 看 法 一 定 相 党 不 同 。 第 
一 个 工作 人 员 可 能 比较 最 

格 地 评定 等 级 ， 把 仅仅 部 

| | 的 植株 。 第 二 个 工作 人 员 
‘SM: 播种 在 小 区 上 的 各 个 不 同 品系 之 越 么 情况 “可 能 把 等 遂 评 定 得 高 些 

分 受 损害 的 植株 党 作 死 证 

葵 在 第 一 次 检查 和 在 以 后 

各 次 检查 上 时， 每 一 个 品种 

数 由 另 一 个 工作 人 员 来 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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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 的 工作 最 好 要 进行 两 次 :一 次 由 一 个 工作 人 员 来 进行 , 另 一 次 可 以 
由 同一 个 工作 大 员 来 进行 ,但 最 好 由 另 一 个 工作 人 员 来 进行 。 如 果 在 评 

定 某 ; 个 品种 上 ,发现 评定 的 等 狐 相 差 很 大 ,就 必须 重新 检查 过 个 品种 ， 
把 它 臭 相 陵 的 品 年 进行 比较 ,然后 再 一 次 检查 所 评定 的 等 疾 。 

如 果 在 礁 用 目测 法 评定 越冬 情况 时 ， 人 仪 从 小 区 的 一 面 来 检查 过 
些 品 征 ; 那 未 ,观察 者 将 自然 而 然 地 比较 注意 奥 他 接近 的 郧 一 部 共 小 区 
在 负 对 察 者 相当 的 那 一 面 的 那 一 部 从 小 区 ， 则 自然 地 较 少 被 注意 。 因 
此 ;如 果 作 物 不 是 整 片 地 受 捐 害 ,而 是 个 别 的 地 方 受 损害 , 那 末 ,过 些 个 
别 损害 的 地 方 如 果 在 接近 状 鞠 祭 者 的 小 区 攻 一 端 ， 观 侍者 就 对 它们 人 
BSAC AU SSS i iB So I 
那 一 端 ; 屠 罕 者 将 对 它们 估 放 不足 。 因 此 必须 把 这 一 点 当 作 规律 :不 要 
仅仅 在 一 方面 观 祭 小 区 。 应 当 走 痉 过 小 区 的 中 央 ; 观 察 小 区 的 过 一 端 和 
Dit EN EI, ACT 
SGM, 

BURESEEER A TRE SURL, UREA TERRA MBI 
PEED, AAA TS BERE PRET LE » ET LS BE 
GB HUY STEE 2 A AAOAK EE | HBA WLAEATME SEREESRCD 2OHD 
PB —Ek RAE FORE E 2 x 2 OK TS PARP ES MIE IB» FE 

EE 20 ABATE AS TE ASE AA BEE SG HSA A A BE AB 
Se REREAD AST ey 2A SEE ME JE 
BALE GEA EAE. 
ANB WARARRLMH SM. aaa eET 

45 — N/V LB RAE AT 5A SLA 
Ta, ae RARE AB EEO 段 一 米 长 的 面 
”入 ,过 规 段 一 米 长 的 面积 在 一 个 小 区 内 询 当 排列 成 对 角 粮 ,或 者 排列 成 



238 田间 作物 育种 学 及 种 子 繁 殖 学 

棋盘 形 ,就 是 属 , 第 一 段 一 米 的 面积 麻 管 在 小 吾 的 一 面 ， 第 二 段 内 党 在 ， 

另 一 面 , 第 三 和 第 五 段 应 管 在 第 一 面 ,第 四 段 认 管 在 第 二 面 。 每 一 段 一 

KEY TG Es REE FE — 47» TREE I RES 
WY EE BE (oe JF EE TL TT I A PES EIT, RE 

BARES TRY 75) RRL LETTE 5 MAE BY Da Be Sb 

EINER — 75 FETS AT A EP aE EP BY 

FREE AD) ER FST 28 SS I PEAK a 

JR RNE » HE AE He Ob Ti BALES CP iy BEES) ETE EB PRE 

BERL ISPY Di MEAT ULEAD) : BE] SE TE ABE BO » Lea > 

Base ZEA TT LAH, EASA GSH, Abe Bathe 

OR Se HY TAD Bik > ME AE BE 7 SE Ft AE YS ES TT PY AE 

MEE FRETS 5 FAS EEE, 

PLA Ze] » ABE 9 BART — A RA LETT it AK 

BE BITE RENTER. FF RAR TED] » WIE E40 PRE FT — He AY I 

LXEFTHT EL BIE CHAR ERIE, TESS RTE FB MEF Tt 

算 的 那 40 Be, a Sb ROE SE nF eR 40 KE 

HANMER OREERE), WeHtH 20 米 就 已 经 可 以 得 到 完全 正 

HEATHER, 10 段 双 行 的 一 米 长 的 面积 ,计算 岂 的 灶 革 跌 然 稍微 不 正三 ， 

但 是 已 经 比较 5 米 正 确 得 多 。 实 际 上 ， 当 品种 很 多 时， 可 以 计算 10 Bee 

行 的 一 米 长 的 面积 ,党 品种 很 少时 ,可 以 计算 20 OR, A OR HR 

此 较 不 准 催 ,是 因 乱 运作 段 要 计算 的 面积 ;可 能 恰好 在 冬季 受到 特别 台 

PURE AI, ERED I AEE 1.5 米 的 地 带 ; 炸 株 完 人 死亡 

( 浑 人 条 地 带 的 寅 度 是 沿 着 小 区 长 度 的 方向 来 量度 )1 如 果 所 计算 的 各 段 》 
有 一 段 陨 好 在 过 人 条 地 带 中 , 那 末 ,过 5 段 中 必然 有 一 段 完 全 没有 存活 的 

植株 。 过 样 计算 的 车 果 ,将 比较 应 计算 出 的 植株 存活 百分率 少 20 移 ;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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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上 ,整个 小 区 的 40 米 或 50 Ok rp, HAT 1 Rae 1.5 OK VEC ERE 
只 有 2.5 一 本 氏 死 它 ,而 不 是 20 和 。 也 可 能 发 生 相反 的 情况 : 如 果 在 小 

芍 上 有 和 个别 揭 地 方 植 株 完 公 死 亡 , 而 计算 的 芝 5 段 一 米 的 面积 刚好 都 
水 包括 演 些 地 方 ; 那 末 , 计 算 的 烙 果 将 是 100% 的 存活 植株 ,而 实际 上 ， 

芭 有 二 部 芬 植株 是 死亡 的 。 和 这 一 - 钱 使 我 们 得 出 烙 论 : 认 扶 地 用 目测 法 来 
评定 整个 小 区 的 越冬 情况 ， 可 能 比较 在 大 段 一 米 长 的 面积 上 计算 活 的 

和 死 的 植株 的 方法 ,得 到 更 正确 的 精 果 。 
最 初 ， 国 家 品种 试验 竹 建 议 在 秋季 就 草 定 要 进行 计算 的 那 休 段 一 

洲 基 面积 ,三 百 用 特 丈 的 小 未 椿 来 加 以 标语 ,在 冬季 来 临 以 前 ， 要 先 计 
FER MRL RCA; 到 了 春季 ,植株 生长 的 时 候 , 再 计算 活 的 

业 株 的 数目 。 和 从 东 两 个 数目 ,就 可 以 计算 出 越冬 后 存活 植株 的 百 从 率 。 
二 可 是 过 种 方法 引起 了 很 多 错误 :小 木 椿 在 冬季 期 间 内 可 能 惠 失 ;在 
冬季 来 聊 以 前 ， 有 一 些 植株 可 能 由 从 革 些 与 越冬 人 条件 毫 无 关 傈 的 原因 
而 死 此 ;最近 ?秋季 的 计算 已 经 广 除 。 现 在 仅仅 在 春季 计算 活 的 植株 和 
死 的 植株 然后 从 活 的 植株 数目 盟 两 类 植株 粮 数 计算 出 植株 存活 百 耸 

过 , 在 这 种 情形 下 ;没有 辽 要 预先 设立 任何 的 小 木 椿 。 

WRF EAE OME FEE FR, BAK MEH i SET IEE TH PRE BEA 

PRL H LTE AD, Sa SR BIE Hy HR ALAS I A TF 

| G5, BUA 5 WE HO HLPK Ba PR RP YE EGE NHS EAP HEBER ac J 

等 地 竹 耕 〈《 有 时候 可 能 在 该 地 段 上 进行 冬 性 作物 的 春季 起 耕 ) 所 冲 失 。 

BT RRM RR, WEA MAH: 一 次 很 早死 亡 植株 的 一 

昼 残 休 都 非常 清楚 地 看 出 来 ;一 切 植 株 都 要 计算 ,进行 计算 的 那 胡 段 一 

米 长 的 面积 要 用 小 未 椿 加 以 标 读 。 和 谷 来 ,到 了 可 以 非常 清楚 地 辨别 活 的 

区 株 和 死 的 植株 的 时 候 , 再 计算 一 次 。 但 是 过 一 次 仅仅 计算 活 的 植株 ; 

众 滨 个 数目 和 第 一 次 所 计算 的 植株 粮 数 ， 可 以 计算 出 越冬 第 存活 植 栋 

a a. » 



240 Ba il Pe bois FE A Se 

的 百分率 。 

EERIE RAAB RR, HRA MEAS ， 

Bi — 2 Fe BEAST SE AO TTE By A_E US PE RES LY TE» FH HE 

HIE TN HERS A Ee eH SS AS BE, AHR EERE REF BA 

— Dan AF EES, FST BE ih BLT PE FB PP 2 BE RF ih 

FR FER LENTZ FB 9 BY ER FA SFG BE, WETS SSE HR 9 HE AA 

时 发 育 漫 比较 微弱 ,因而 常常 比较 正常 期 间 播 种 的 植株 越冬 得 把 些 。 可 

是 ， 伊 凡 诗 夫 育 种 站 和 哈里 科 夫 育种 站 的 试验 属 明 : .在 某 些 情形 下 , 晚 

期 播种 所 计算 出 的 品种 硬 冬 性 ,可 能 不 正确 。 在 晚期 播种 了 竺 ,植株 淮 行 q 
. 

ASC TE FA Jit Bec 9 EP > Be TE 78 IS BH Ul » om BE TT ERAT 
" 

HP. TERT OMI RAPE RACH, 准备 越冬 的 程度 较 ， 
好 ,但 是 这些 植株 积 果 糖 类 的 限度 未 必 很 高 过 就 是 我 们 抛 泰和 过 种 方法 ， 
的 原因 。 

颂 斜 地 播种 ” 运 种 方法 就 是 把 要 评定 耐 冬 性 的 那些 品 年 播种 在 最 

不 利 扒 越冬 的 地 有 时。 就 是 悦 , 把 它们 播种 在 倾 和 地 上 ;特别 是 播种 在 朝 

着 冬季 最 多 的 风 的 方向 的 那些 倾 针 地 上 5 在 注 种 倾 和 对 地 土 ; 积 雪 很 将 保 

持 ? 因 而 多 得 天 然 无 雪 的 情况 , 扰 疑 的 ， 在 没有 履 雪 或 者 覆 雪 厚度 不 今 

的 情形 下 ,植株 将 在 比较 胡 酷 的 条件 下 越冬 低温 将 北 较 续 烈 地 夺 冬 性 
植株 发 生 影 改 。 此 外 ,如 果 倾 冬 地 向 着 东南 或 南面 ? 那 未 , 滨 些 倾 作 地 的 

雪 在 春季 将 最 先 洽 失 ,春季 画 夜 瘟 度 的 法 动 , 在 过 囊 将 特别 驻 烈 地 发 生 

作用 。 根 据 哈里 科 夫 开 种 站 的 实际 工作 ,可 以 作出 精 论 :一 般 襄 来 ;在 过、 

栎 的 倾 儿 地 上 , 冬 性 植株 死记 的 数 上 月 ,将 比较 在 平坦 的 地 加 或 在 积 雪 情 

沈 较 好 的 倾 科 地 上 多 得 多 。 可 是 也 可 能 发 生 汪 样 的 情形 : eine hiene 

48 S27 FA RS. 

ALTERS BAR FL a te eH HLS SAT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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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人 滨 时 候 田间 都 有 积 雪 ) 进 行 了 冬 性 品种 的 评定 工作 。 芝 种 方法 正 

: 黎 地 评定 品种 的 耐 冬 性 。 应 用 过 种 方法 ,可 以 创造 人 工 抵 雪 、 巡 剩 的 覆 
SURE BALM. 

ACTS FS eG » Fill FS BE a A AE AK Hh GS ME: » FR HE 

Bey > Ls a BR tS» 需要 治 耗 很 多 的 人 力 。 只 有 当 某 些 最 有 希望 

的 品种 需要 特别 精确 地 评定 耐 冬 性 的 上 时候, 才 可 以 应 用 过 种 方法 。 

ARBRE 漫 有 一 种 评定 品种 耐 冬 性 的 方法 一 一 束 是 把 过 些 品 

播种 在 多 季 比 较 敲 品种 育成 地 区 更 裔 酷 的 地 区 内 。 例 如 ,把 哈里 科 夫 的 

蜗 种 浴 到 萨 拉 托 夫 去 播种 ， 使 它们 遇 到 比较 在 哈里 科 夫 更 低温 的 冬季 

休 件 。 可 是 不 可 以 后 记 ,只 然 随 拉 托 夫 冬 季 的 瘟 度 比较 低 , 但 是 茵 拉 托 

SASL BE: ES Be SAB VE HE BRA TT SEE SE TE Ag ES DE 

ASEAB MW, HUSH EAT DBE A BRR 

件 的 耐 冬 性 的 方法 ， 而 应 管 认 篇 是 评定 品种 仅仅 对 从 低温 的 抵抗 力 的 

贞 法 。 如 果 需 要 评定 品种 对 闪 长 期 在 覆 雪 下 的 抵抗 力 , 就 内 帝 把 哈里 科 

潜 的 品种 迁 到 适 管 的 地 区 (例如 莫斯科 地 区 ) 去 播种 。 

从 以 上 所 说 的 可 以 看 出 ， 评 定 冬 性 作物 品种 耐 冬 性 的 一 切 田间 方 

法 ,都 有 一 个 共同 的 缺 黑 ,一 一 就 是 需要 很 长 的 上 时间。 只 有 和 党 越冬 情况 

进行 得 不 顺利 的 时 候 ， 才 能 修 藉 助 认 田间 方法 正确 地 评定 耐 冬 性 。 如 

果 没 有 注 样 的 条件 ,田间 方法 就 没有 什么 效果 :必须 等 待 通 管 的 越冬 人 条 

件 。 田 间 评 定 方法 的 过 种 缺 黑 ,使 我 们 不 得 不 葬 找 其 他 方法 ,过 些 方 法 

”可 能 比较 不 准确 ,但 是 在 任何 一 年 内 ;都 可 以 测定 出 各 种 不 同 品 种 的 而 
冬 性 程度 。 活 些 方法 就 是 实验 室 方 法 和 实验 室 田间 方法 。 

下 

寅 验 室 田间 方法 “下面 将 果 出 两 种 实验 宝田 问 方法。 

-地 森 科 法 ， 李 森 科 院士 建议 利用 春 化 方法 来 测定 各 个 不 同 品种 的 

隔 塞 性 。 先 使 种 子 材料 进行 春 化 处 理 ( 虚 理 到 春 化 作用 完成 ,或 通过 一 



249 TE ee ey Sets 
— ~~ 

2p) RAPS TETER WF IOP ABER AE Fs; PAT AO A AA 
AAD it PR ILE » BA PSE FG Sh IA 3} SEF AL eR» ESOS BE 
ee, AP RENMERY, SLEW ET DCE RRS DD 
Ae LGM BEING IHL, TY SE» BEE BR AE BL TF BSE A IF EEL PEE BT 
看 出 ， 有 一 些 品种 在 通过 春 化 作用 上 时， SE TR IR RIE GS 5 — 
LAME Me, Fe NEED 2 A SE BAPTA TT RE 
i Hy BEE TE HE oh PEIN SEE, . Ct SR 

尼 践 科 夫 电气 法 SLAP MOSHFET AR 
AY EE ESRD FE Be Sa ERP 2S FE EES 
Ji BLL: SD BET A UE PA A EE 
科 夫 进行 了 很 多 次 的 观察, 发 现 : HA NTA Ee BAR 
大 ,反之 就 越 小 把 东 征 方法 刚 用 英 耐 塞 性 已 经 知道 得 很 清楚 的 各 个 品 
种 去 县 证 ,也 得 到 了 肯定 的 糙 果 ; 从 种 子 发 董 时 起 到 抽穗 时 止 ;都 可 以 ， 
LEAT UR LEAKE AEA RR EOE ESF ME SET 
法 测定 了 大 量 品种 ( 30 4 AE) OTE, RT 

ia: aa asc. 这 ite Bieta > het mathe, HR es 

“he ENE SICH: JEBRAKHYHER C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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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OBH ER JERE Be ae T PPR EH LEE FB» PTT TA 
TED RCH BA, DATE TE ee LE eB TT 
能 性 。 Sea ADE ESE EE Hie Wk FR AE» I FS AS a HY BB BETTE 

RRSP BRIE OA ey El SE EE HB, BA, aE 
| A FEFP EMER. 

- 

Bs BITRE: FAVE RRR ESR A 

” 耐 冬 性 的 实 双 室 评定 方法 ”实验 室 方 法 可 以 东信 直接 的 和 间接 的 
两 种 .让 搂 法 就 是 用 低温 对 植物 直接 发 生 影响 ,然后 观 你 各 个 不 同 品种 
多 基 过 个 温度 的 抵抗 方 。 间 接 法 所 观 祭 的 不 是 品种 对 从 低温 的 抵抗 力 ， 
而 是 植物 的 某 一 种 其 他 特性 ,然后 根据 已 有 的 材料 ,从 过 种 特性 来 评定 
WARE, 
整 块 土壤 法 ， 在 各 种 直接 法 中 ,最 普通 的 是 整 块 士 壤 法 。 把 植株 从 

间 爱 同 整 二 土壤 挖 出 ,使 它 但 受 到 低温 的 作用 。 在 冬季 期 间 内 ,要 分 
(35 He) He IESE ABE EH AEE EE 20—30 Jil ke BE BE 



244 田 问 作物 育种 这 及 种子 每 殖 强 
人 人 As 

if) 12 一 15 厘米 ,深度 10 一 12 厘米 。 整 志 士 壤 上 的 植株 数目 ; 应当 在 。 
15 以 上 ; 整 块 士 壤 必须 沿 着 播种 行列 挑 取 ,使 行列 刚好 在 整 二 主 塘 的 申 

克 ) 计 开 罗 沿 有 一 定 的 距离 。 篇 了 对 照 , 每 一 个 品种 不 要 仅仅 失 取 三 个 

整 块 土 壤 , 而 要 控 取 两 个 。 把 整 块 士 壤 搬 到 到 温 吗 的 场所 ;使 筷 全 在 摄 
ICE LAGOS FB, MGB 1 一 2 天 和 后 ,把 整 块 土壤 搬运 到 具有 普通 室 

PYRE NOUNS BT, FESS EMER 12 一 15 天 ,然后 在 每 一 个 整 越 ， 
土壤 上 计算 活 的 和 死 的 植株 。 过 式 计算 卖 明了 冬 性 植株 在 抄 取 整 志士 

壤 的 那 一 天 在 田间 所 处 的 状 钨 。 

能 了 正确 地 确定 有 抵抗 力 和 无 抵抗 力 的 品种 之 间 的 差 曼 ， 漫 要 再 
抄 取 两 个 整 块 土壤 ,把 它们 拿 进 实验 室 中 ,不 要 使 它们 融 解 ， 就 放 和 进 准 

藏 柜 中 ,使 它们 在 过 吉 蒙 受 相当 低 的 温度 ,然后 使 它们 恢复 生长 。 受 头 
的 温度 要 预先 用 一 个 特殊 的 试 恒 来 规定 ， 可 以 拿 耐 冬 性 已 经 知道 的 一 
些 品 种 来 进行 这 个 特殊 试验 。 过 些 品 种 包括 高 度 耐寒. 中 度 耐 塞 和 微弱 
硬 塞 的 品 惩 。 所 确定 的 受 冻 温 度 , 最 好 要 使 微弱 耐 塞 的 品种 完全 死亡 ; 

中 度 耐 塞 的 品种 大 狗 死 亡 了 一 牛 , 最 高 度 耐 塞 的 品种 或 者 完全 活着 ,或 “ 

者 仅仅 很 少 植株 死亡 。 在 哈里 科 夫 青 种 站 中 , 磊 尔 重 吉 涅 岛 姆 1239、 郭 
斯 季 亚 奴 姆 237 ABE REMEMBER. 

因 般 通常 不 容易 确定 所 需要 的 温度 , 所 以 常常 放样 佑 :使 雨 个 整地 
土壤 在 一 个 温度 下 受凉 ;而 谷 来 雨 个 在 垃 低 的 温度 下 受凉 5 在 这 征 情形 ， 

下 ,也 可 能 没有 确定 特别 维 确 的 受 头 温 度 。 在 冬季 常常 回 唉 的 地 区 内， 
SEIT AEA ESE ESIC BEB SE POA O° —T °C 的 温度 下 受 ， 
3 Ae 9 WS ML 3 一 5 SK PEAS EE TR 5 

SPSL Vk, HY ESAS OODLE » EBA: BH DE ie ETS RT 

BEI) 4 I fp EAS TE 在 哈里 科 夫 育种 站 中 ,从 田 疝 搬 进来 的 整 

SUAS, IRAE — 20°C 到 一 24"C Hy NE FS; PEARS EN 

at} Salli: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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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提高 到 亏 16*C 与 -18"C 之 间 。 在 冬季 初期 ;温度 有 了 时候 调节 到 | 
+ 26°C; SA MIR, HUT CHB) -28"C， 甚至 到 -30*C。 如 果 在 
径 通 解 头 后 再 受 头 ; 那 未 温度 通常 不 可 以 低 认 — 10°C 与 -12?C 之 间 。 

如 果 进 行 上 述 一 切 的 受凉 手 炉 , 那 未 ,就 可 以 知道 所 研究 的 品种 在 
蔡 季 时 期 的 任何 一 段 期 间 内 所 处 的 状态 ， 泪 上 且 能 外 在 牙 药 节 深 处 的 温 
麻 降 低 到 某 种 试验 界限 的 上 时候, 预测 品种 将 发 生 什 么 现象 . 东 昌 在 气候 
DE ATE A RUA IS BY» IB BEREAN TIER, AE 
Hie BS WH LE FE 5 PA IRE AS He HE EOS OE tT EB 
ERR, HSESSAOM MP AE BIE, MF DLTT LF 
完 被 武 验 的 品种 的 抵抗 力 的 汉化 情况 :可 以 观察 品种 的 而 冬 性 (更 正确 
地 说; 党 种 的 耐 塞 性) 是 如 何 随 着 冬季 的 通过 而 逐渐 吏 失 ， 同 时 也 可 以 
观察 到 ;一 些 品 逢 的 耐 塞 性 现 失 得 快 些 , 另 一 些 吏 失 得 慢 些 。 

7 整 昕 土壤 法 产生 充 牙 淮 确 的 烙 果 ， 可 以 在 研究 比较 少量 的 品种 时 
很 成 功 地 加 以 应 用 。 管 所 研究 的 品种 的 数目 很 大 ,过 种 方法 由 从 需要 洽 

耗 很 多 的 人 力 , 所 以 较 不 适合 。 在 共 些 年 代 内 ， 哈 里 科 夫 育种 站 进行 品 

种 试验 时 ,品种 的 数目 过 100 以 上 。 如 果 像 上 面 所 指出 的 ,每 一 个 品种 

一 个 月 要 抄 取 8 个 整 块 士 壤 , 在 冬季 共 抄 取 四 次 那 林 ， 每 一 个 品种 在 

冬季 必须 挑 取 32 个 整 块 土壤 ,所 有 的 品种 必须 抄 出 3,200 个 整 块 士 壤 。 

工作 的 规模 演 样 大 ,需要 很多 的 人 力 , 闪 藏 本 以 及 使 标本 生 甚 的 一 切 场 

”所 将 挤 得 满 潇 。 过 种 方法 的 另 一 缺点 ,是 冬季 挖 取 整 块 土壤 时 植株 蕾 沫 

_ - 

BS Ave, WHE RASS ie LAR BAS eR 

| BRT RE WK, 它 就 觉得 太 有 下 大 ,不便 大 搬 动 。 

在 最 初 肉 用 党 种 方法 时 ,有 时 候 发 生 很 大 的 钳 谈 , 因 乱 整 块 土壤 是 

”在 非常 朋 寒 的 时 候 抄 出 来 的 。 如 果 说 , 冬 性 作物 毫 无 损害 地 丽 受 严寒 的 

| EBA LAB EMRE Bey LE eA» EDF B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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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E NOSES BOSE EASES HR EST A 
TRG SE FD PPD CAEL FET y TG ELF OUTTA TR) ge HH Fe 
BE GE WH RUE EE oh (SEEMED EO AEE 
PERE) 9 TE ve 5 “Ce PATE AEB] 94 ESL AGL ET ARERR 
LEME SRA AAT RE MD BI LRT) EAP Re Hg I 
PY) o HRS AU SBN, eer PA ACE ESR TS A a 
也 会 发 生 错 误 : 有 了 时候 , VD ERE Be EEE 
小 区 的 较 低 处 或 较 高 不 挖 出 的 ;有 上 时候, 是 从 涛 底 或 境 顶 挑 取 的 ;等 等 
ST EMER SARE, PERC WR 

第 18 图 :冷藏 极 

Sh FEE IS 

取 整 块 士 塘 的 地 方 。 

-只 然 过 种 方法 非常 

复 订 但 是 必须 指出 , 它 

在 目前 还 是 最 准确 的 。 

BY eR EE 

ABBE, PME 
AYER» EEA 

DUPER, 3B 

DEGRA Mm 修 改 》 

CESK > URE 

HE HH EHC + BE, 

Ti IAPR hE 
个 别 植株 。 尖 样 的 植株 
数目 可 以 不 加 限制 。 通 、 
BRB, BE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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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控 取 50 株 以 上 。 把 泛 些 植株 搬 到 塞 论 的 场所 ,使 它们 融 解 1 一 2 ea, 
融 解 上 时 的 温度 是 零 上 1" 一 2"C。 把 植物 根 上 的 土壤 完全 除去 ,但 不 要 洗 
滁 植 物 的 根 。 在 解 头 以 后 ,使 植株 蒙受 耐寒 锥 钴 。 汪 个 手续 是 必需 的 ， 
PS Hi A EIR TE RC EA ABE TEMPE FP He SS TE SR 

SF MTSE RSE HE KHOU E BETTE ORY DIRS — 5°C, HR 

SOT AE Gt 0°C REA) — BOC, EE ONL PR WOE RHE 
EMS IASE, SPAT, MORE OEE 4 

BA DMEF WE, Hy Ce IS ORO RA ABER T MIE OH ANTE 
”性 ; ESR SACLE FF ESE LON, (HEE AAEM ESE, 

SE EA EA EET EME AE HA BBR IY AD Bt 
DAT DEA BU Eh BEE PETS EE 

QOD: | AAR HEAL OR AES PRM BERE) 

尤 里 耶 夫 法 ”党 种 方法 就 是 在 田间 播种 品种 上 时， 又 在 装着 士 坊 的 

特殊 播种 箱 中 播种 品种 。 在 整个 秋季 的 期 间 内 ， 植 株 都 在 播种 箱 中 发 

吉 。 在 播种 箱 中 和 进行 播种 时 ,必须 遵守 下 列 的 条件 :播种 期 是 该 地 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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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 播种 期 ; 可 以 播种 得 稍微 晚 些 , 但 是 在 任何 情形 下 ;都 不 可 以 进攻 
晚期 的 播种 。 播 种 箱 的 大 小 可 以 随意 ;最 适当 的 是 4x30x12 厘米 。 一 
CREA OLR, WARMERS. KIRA RAE 
Sy Ie AHURA, ORR Ay EA EH A: 
HE SEIS SHR AE OE, PERRI OLE EAD 8 MK + 
Sa Re $y i J BE 9 FER ES Bg EMS TT AES, BH 
Fed 25 ERR AA AE, AE 
hy te LH T YS 3 2S OLE A ET 
Fils 47 AGRE MESE 3 厘米 ,最 外 面 那 两 行 距 此 播种 箱 的 壁 是 5 厘米 。 在 
每 一 行 中 ,每 隔 1.5 厘米 处 挑 一 个 小 灾 , 每 行 抄 18 HB EE 
198 (bX, SH) RAR AM RES, HEBEL 
BE J 3 Kk SAME REET ERE RE, 
$67 WT} BE Oi ROTEL EE, UCGE, MEAT HE EIR RAED 
+HABE, ERM, ASIA BIk, BARA 
BE Re SEA BE EL ERB, EMME DE RH 
DESH BK, USE WERDER RRM SRE, ABT 
ESET IE » BORER BT DD BE PST ERS ES 9 ABS EAE 

INGBE, FEA: RNG 23 IPS, A BITE BEKO SR 
EE, PERERA: RADI BEATA be, KG AES EPS 
潮 瀑 。 ‘ae | 

BSR PR ERMA » EAE LAKES WP AE HE ON _ LE 
BAP AHH BIT BS RAB EES Pe» HEE PAR 
BHI THE 45 BEE SE ZEA I EL DS A A EAE » WR TE 
7 A Wie SR ST IE OE AD), ARR 
DBE TS EE LEME» Th DEAR ULFE TF 5 BUT ENG AC ABS BF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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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 。 | 
在 已 经 可 能 下 雪 的 时 候 ( 但 是 不 可 以 过 早 )， 应 当 把 播种 箱 搬 汉 有 | 

丰 荤 的 寒 闪 的 场所 ;在 哈里 科 夫 ,过 个 时 期 通常 是 在 10 月 初 . 如 果 把 播 
种 箱 放 在 室外 的 地 上 , 它们 在 冬季 将 从 下 面 (从 十 中 ) 狼 得 温 吗 。 和 后 来 
它们 可 能 被 雪 所 盖 满 ,但 是 不 均匀 。 因 此 ,植株 的 受 痕 将 比较 不 属 害 而 
且 不 均匀 。 

,在 冬季 ,最 好 要 利用 完全 准 的 木 棚子 或 顶楼 或 植物 培养 室 ,来 保藏 
播种 箱 。 哈 里 科 夫 井 种 站 是 利用 木 出 的 棚子 的 第 二 层 , 汉 种 棚子 的 用 途 
是 第 一 层 彤 藏 工具 第 二 层 崇 藏 育种 材料 。 第 二 层 有 很 多 街 子 ,一 部 牙 
衡 子 可 以 两 面 都 开 着 ,因此 可 以 造成 明堂 帮 。 天 花 板 是 轻 持 的 , 棚 顶 是 
$8 AG, FH GES REDE 5 BG F-Z 9 SA — ls SE Hs» WP HRI Wy BT BE EB SE 

EB 5 ar A RD Py (AE SE AE AN Ie 
DLISE SEAL FE BE oh HESS BS YT HP ER 

He 42 FAN TELE 7 RAE FP] BR 5 AE DE YF AB BY SAREE 
下 所 发 生 的 一 样 。 

第 20 疼 : “ 播 箱 车 冬小麦 品种 的 播 逢 箱 (在 第 一 次 下 雪 的 时 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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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 箱 的 作物 可 以 放 在 冷藏 模 中 受 头 ， 也 可 以 整个 冬季 都 放 在 塞 
冷 的 场所 。 在 应 用 冷藏 设备 的 情形 下 , 上 面 计 论 到 整 块 士 壤 受 头 时 所 提 
到 的 一 切 ,在 演 吉 也 必须 应 用 。 如 果 利用 整个 冬季 的 天 然 塞 准 来 使 植株 
受 头 那 未 ,不 同年 代 内 越冬 的 精 果 也 是 不 同 的 。 哈 里 科 夫 青 种 站 刚 用 
过 种 方法 大 研 完 厅 种 时 , 售 经 发 生 汉 样 的 情形 :播种 箱 中 存活 的 植株 仅 
仅 0.6 移 。 在 某 些 冬季 ,存活 百 牙 率 则 超过 50。 

需 了 所 研究 的 各 个 品种 创造 比较 相同 的 人 条件， 一 个 播种 箱 不 是 播 

ee ee ee eee 、:- 

$22: ASSAYS ACEC eS OR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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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一 个 品种 ;而 是 播种 亲 个 品种 ;每 一 个 品种 播种 2 -3 Ht, 
箱 都 播种 着 某 种 标准 品种 。 如 果 有 标 维 品种 , 那 示 在 任何 情形 下 ,都 可 
腑 在 同一 个 播种 箱 中 (就 是 说 ,在 相同 的 条 件 下 ) ,把 所 研究 的 品种 贤 标 
RAE 
RES MMC PURE ie ES 
法 ,不 但 可 以 在 研究 品种 耐寒 性 时 应 用 ,而 且 也 可 以 在 研究 杂种 时 应 用 。 
哈里 科 夫 育种 站 很 从 以 来 就 已 经 用 过 种 方法 使 第 二 代 杂 种 受 半 。 在 研 
统 厅 种 和 后代 时 ;每 二 个 粗 合 的 细 粒 都 要 完全 播种 在 播种 箱 中 .有 时 候 必 
须 应 用 好 灯 十 个 播种 箱 。 因 篇 仅仅 从 杂种 本 身上 来 研 宪 厅 种 的 状态 ,是 
不 可 能 的 ,所 以 必须 准备 一 些 凡人 备 的 播种 箱 , 其 中 播种 着 3 个 耐 冬 性 已 
帮 知 道 的 品种 :高 度 的 \ 中 度 的 和 微弱 的 。 在 有 30 一 40 个 播种 箱 播种 着 
各 个 标准 品种 时 ;必须 每 隔 朵 天 ,把 1 一 2 个 播种 箱 搬 进 实验 室内 ， 使 它 
倍 复 砷 ;或 者 使 它 个 在 比较 自然 条件 下 更 低 的 温度 下 , 划 受 预先 的 受 闲 
《如 果 三 完 家 对 共 演 一 点 感到 对 趣 的 话 )。 如 果 在 杂种 中 发 现 一 些 植株 ， 
其 硬 塞 性 与 微 境 耐寒 的 品种 相同 ;而 要 把 渤 一 切 植株 都 淘汰 掉 ， 那 未 ， 
,必须 等 到 对 照 播种 箱 中 微弱 耐寒 的 品种 100 多 都 死亡 的 时 候 才 和 进行 。 在 
哈里 科 夫 的 人 条件 下 ,可 以 观 你 到 : 如 果 乌 克 兰 卡 小 麦 100 多 都 死亡 ; 那 
未 ;在 同样 的 条 件 下 ,部 斯 季 亚 妈 姆 237 死亡 的 将 接近 礁 50% , ERT AG 
FE Sis 1239 死亡 的 将 是 5 一 10 匈 。 如 果 使 杂种 植株 受 头 到 饲 克 兰 卡 

品种 全 部 死 它 的 上 时候; 那 未 , 策 乌 克 兰 卡 耐 塞 性 相等 的 一 切 植株 也 将 死 
| 亡 。 耐 宕 性 伍 郭 斯 季 亚 奴 姆 237 相近 的 那些 植株 ,将 存活 着 。 但 是 如 果 
任务 是 仅仅 要 泪 择 最 耐寒 的 植株 ; 那 示 就 应 当 使 植株 受 头 到 郭 斯 季 亚 

AME 237 完全 死亡 的 时 候 。 

1 党 所 要 求 的 了 时候 来 吃 以 后 ,必须 保护 留 下 来 的 植株 强 藉 死 亡 。 仿 了 

攻 一 周 ; 栽 培 着 植物 的 播种 箱 , 应 当 和 从 寒 痊 的 场所 中 搬出 来 , 放 在 地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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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E, WLS PAT SEY MERE ， 
FB BN LARS AS et APR TE A» BEF SE 5 (BI — EO) FFG 

BPA ADL EOE AS Ab EE RAS! BP» Me RT AE 

Am Aes BE, ANE HY » JAE PE ER EE BS RPE OR » Tica AR IE es HE 

1H SEBO, BERT, Mh, BT LA 

IS Ts 

5a ET Se i ils ERS > ia 

本 原因 NE diettnatebnainimiameniantstoriit cen ; 

Ait AS TEE. 

BARAAMB MRKAK RRM K, Wee 

从 直接 法 到 间接 法 的 过 滤 方 法 。 过 种 方法 就 是 把 省 混 和 刚 剖 络 破 种 虎 
的 种 子 在 0 一 6 ( 的 温度 下 保持 大 狗 40 天 。 在 过 种 情形 下 ,发 伞 的 种 子 

中 的 泪 粉 , 相 笛 大 量 溺 成 糖 。 过 一 点 使 发 芽 的 种 子 获 得 了 相 党 的 耐寒 雏 “ 

GH» ALM HE B52 BI) — 12°C POR WRF AS hs IE RAR A 

作物 的 春 化 处 理 时 一 样 , 那 未 效果 就 更 好 ; 水 牙 要 从 三 次 加 难 种 子 中 ， 

用 粒 的 温度 过 到 50 双 。 把 于 出 绛 破 种 皮 的 过 粒 放 在 冷藏 横 中 ， 和 使 它 伍 : 

AEA | 2°—T°C 的 温度 下 保持 50 天 ,然后 在 零下 3 一 6 的 温度 下 

保持 蕊 一 11 天 。 在 过 种 情形 下 * 细 粒 甚至 能 忍受 — 15°C Adil, 

方法 现在 中 然 送 没有 被 充分 地 秦 证 ,但 是 它 是 简单 的 ,可 以 在 处 理 大 量 

乡 粒 的 上 时候 应 用 。 因 此 ， 它 可 以 在 要 从 汞 一 个 现 有 局 全 由 

的 类型 时 巍 用 。 

耐 冬 性 的 间接 测定 方法 ”间接 的 方法 非 党 多 。 它 何 所 根据 的 原理 

非常 不 同 。 我 们 将 讨论 在 实际 育种 工作 中 所 探 用 的 亲征 。 

植株 中 含 粮 量 的 测定 ”过 种 方法 的 根据 是 : 植物 在 寒 疮 的 秋季 期 

寺内 生 时 着 很 大 百 牙 率 的 糖 类 。 一 般 说 来 ;所 积 扩 的 糖 钴 越 多 植物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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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Abts Sa) DES HEE. BARRE 

PEAT EAT RNID 9 3B EEF PT PEAR_L a TET — AJA HSE A oo 

EAR AERA BAAS 耐寒 性 越 低 y 仿 糖 的 百分率 就 越 低 。 

” 洪 他 试验 站 和 实验 室 , 也 举行 过 类 亿 的 牙 析 ,过 些 研究 工作 证 实 了 上 六 

; 蜗 法 在 二 般 情 形 下 的 正确 性 。 可 是 也 发 现 了 汪 种 情形 :高 度 耐 塞 的 植物 

兹 不 具有 很 高 的 含 糖 量 。 汪 种 例外 可 以 过 样 来 解释 :耐寒 性 不 但 次 定 认 

舍 糖 量 的 大 小 ,而且 也 决定 礁 原 生 质 爵 体 的 特性 。 有 人 企图 限制 过 种 方 

”法 , 认 耐 塞 性 仅仅 与 葡萄 糖 的 含量 有 关 , 党 种 企图 泪 没 有 成 功 ; 不 论 葡 

>. ee ad zs 

Bij BEAN PEE 5 LEAL TNE AB BEAL TAL BRAS REE 

HEAT BS HIE AE A BE BE: (LE HORE 

HURT ROHR EE 5 (2)7 EH SP ek a 5 (3) SP Ho HE 

TRAE; (4) 00 2 RES PPE HE BOT ER 5 (5) T 2 AE es PPE 

PE BRET ORE 5 (OB AE PE HH OTR TT BSE A_L De AD 

ERR MEME » JIT ABE PIA On DA BR . 

: 第 二 节 ”植物 抗旱 性 的 评定 

在 世 联 的 某 些 地 区 内 ，* 茧 早 是 经 常 发 生 的 现象 ,如 果 每 年 降水 量 是 

200--400 训 米 的 地 区 都 中 做 阔 燥 的 地 区 ); 那 末 , 莫 联 的 一 切 章 原 都 是 乾 
独 的 地 区 。 和 从 草原 往 东 南 ,' 有 一 个 秆 荒漠 性 的 地 带 , 过 对 每 年 的 降水 量 

| 藉 锡 在 100 一 200 毫米 之 问 。 雁 联 全 部 播种 面积 ;有 25% EL AES A 

”天内 。 假 定 乾 旭 物 质 的 平均 产量 是 30 一 40 公 担 , 而 平均 的 燕 脆 傈 数 大 狗 
FE 500, 那 未 ,要 创造 放样 多 的 喜 燥 物质 , 灯 共 需要 150 一 200 毫米 的 降 

WB ABLE A EH LAG EH AGE Hh TAR BEY AK a, Hedy 

RW Fs HIE EH » WEAR Ek SB HE SS bk 

差 很 速 。 因 此 ,在 乾燥 地 区 内 ,植物 在 其 营养 的 某 一 时 期 内 常常 威 测 非 



254 FT) Pe en Ps SD a 

Fe YAKIMA FES EAE RAY » BE A A MTG KARA. Pil 193.1 

BEA AEE BRE LN AEDS 9 LE ERE AT EI — HD » EA 

失 350,000,000 普 特 。 像 1936 42, 1938 年 和 1946 “EI AE AEE, Be 

Aysh ew A, FENG HRS 2 BEE EA AEE SB ek 

HECTIC JE PAY HY Fae » FEE LE AE} PtH AE Kk Bt FP fs FA EEA PE 

SB Ge FAYE, 1936 年 和 1938 4, HEHE Ser gt Ba BEAL 5 

F045 TRAIL Hh 5 He (PIRSA KR). BME Wh 

EPR Be » RETR ED EE Bl FE DR > A RAED Te AE A 

FRR TEM Al iin BE 9 Fede EE Hh ERY 9 BEATTY Do Th Fe FE TB 

的 水 分 ， AE FER FER 

什么 是 乾 旱 ”人 们 凤 世 植物 抗旱 性 过 一 概念 的 理解 非常 不 同 。 有 
一 些 人 训 篇 ,能 信 忍 受 某 种 程度 的 乾 旱 的 植物 ， 吕 然 疼 生 不 高 的 产量 ， 
UTM AH, TERRE EB, BRE 
HEROS HY. PTR Pes RR BE ee RR SE 
SERN SARE RMD, Mi BSHER YAR ee A 
Wy BEL BE AR eR EL AI EPA ROBE, EE, HERE 

SN HE EAPC ER BRD ELBE. IA RRO eH 
Ales bt PEE AEH IE, TER ae SEM AT 
BE Be SL, SSPE RS By TE EES UE 
Pure MEG WBE. : 
抗旱 性 、 发 育 期 和 早熟 性 ”很 多 研究 家 着 重 指出 ? 同一 个 品种 在 不 

同 的 发 至 期 内 ,抵抗 乾 旱 的 能 力 不 同 。 有 一 些 品种 在 发 青 的 初期 玫 坟 容 
易 忍 受 乾 旱 ,相反 的 , 另 一 些 品 种 在 这 个 时 期 内 对 喜 旱 特别 敏感 ， 租 是 ， 

在 比较 各 的 \ 接 近 大 成熟 的 时 期 内 却 比 较 容 易 忍 受 喜 旱 。 篇 多 里 斯 卡 亚 

在 嘿 姆 斯 克 淮 行 的 春小麦 研究 工作 ,特别 清楚 地 坑 明 丁目 述 一 哑 s 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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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A) FRAN Wy 45-1 ETT D3 FS Ty IY coe HEE Sot 

= —_— Se a” ee 

S21 in Hee» FEET NBD IY Lee AED Ee AA, AH EW BHA DS: 
BS SE WE 111 PHL IY SEH ME, HB A 
FE CBE OAR — MBS OPS RHE BUA De, BHA KS WR 

REEMA AE 5 VE Be Ke Sy BEI sh BA ASL Fy JO PN y BRIE EG BU ASD 2 
BET , PERE MENY IFIOIN » ESE E eS I EIR, AS 
DiI AGE AS 08 AER DAE ERICH LEE SIS EH Be 
期 。 

实际 上 水 属 基 抗 早 植物 的 一 些 植物 ， 有 时候 也 可 以 说 是 抗旱 的 村 
Wn a» Ay i PALO Tee PCO DARE KC REY. WEE 

Kein SPA IY ABE, In ALN, 
Se AEH Py Se Be EAT EAS BUSSE ERS LEY » RYE FS HEME HE 

WES AACE DL BIRR Rg 2 PEROT Pes » BT DIE SO eH 
BERT A AAT DE Ee PEIN eae HEAP HB [RET — 

MGR TERE ZERY BRN] 2 SLES Ta hE 
— ABE TAMMEA TMM BH ( 表 中 的 数字 是 产量 与 对 照 植株 

eine 

REBT AG HE» ein fa CE SS A ae AS fie TE 

27%, AMIN ee O7%, HIN Mee 
“PRE AL SHRHOPRTE TENG 62% . CENEI OL FATE 10% , 

根 采 与 抗旱 性 ”具有 深 和 大 的 根系 的 植物 ， 常 常 属於 抗旱 植物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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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 实 际 上 ， 因 篇 过 些 植物 能 修 利 用 较 深 的 土壤 层 中 的 水 牙 , 所 以 如 果 ， 

辟 旱 疫 有 传 到 较 深 的 土壤 层 , 过 些 植物 就 很 容易 急 受 乾 旱 但 是 如 果 汪 

PERE) BI TEAK FPA WY EAE 9 它们 可 能 表现 得 完全 不 抗旱 的 。 厌 多 

数 野 生 的 多 年 生 植 物 都 属 从 过 一 关 ， 它们 的 根系 发 育 得 很 寅 和 很 深 ' 被 ， 

‘Al Fy LS HS i A ASI AEST ERB AWA BEE 
的 上 时间, 困 此 具有 过 种 根系 的 植物 ,其 地 上 部 从 的 产量 常常 很 低 ; 在 栽 
培植 物 的 一 些 个 别 品种 方面 ;根系 构造 的 差 机 没 有 那样 显著 ;所 以 根系 
的 差 届 通常 不 是 抗旱 性 的 次 定 因素 。 它 仅仅 是 品种 的 一 般 抵抗 力 的 一 
个 辅 荔 因素。 不 同 作物 的 根系 具有 不 同 的 构造 。 一 些 作物 的 根系 主要 
是 深入 土 中 ,主根 特别 发 育 ; 另 一 些 作物 则 在 上 层 士 壤 中 形成 正 大 的 根 

系 ， 它们 当 助 从 过 样 的 根系 ,甚至 能 修 利 用 狙 雨 下 降 时 的 微量 水 分 =。 二 

样 的 根 系 常常 在 牢 幕 漠 性 的 地 带 内 昂 到 。 如 果 士 壤 中 的 地 下 水 位 不 太 
深 , 或 者 底 填充 牙 潮 湿 那 未 深 的 根系 就 比较 有 利 。 

不 要 在 根系 芍 衣 的 某 一 个 上 期 内 研究 根系， 而 要 在 不 同 的 了 其 内 
研究 它 ; 泪 且 要 把 根系 的 发 译 与 地 上 部 修 的 发 育 联 紧 起 来 研究 ;过 一 点 
ELBE APBD VOLK» WTS RE: 
PL , 3S ST Hh RAE PE 3X 
HUES EIT lB cae: 341、 艾 里 特攻 斯 别 尔 牧 姆 841 FCP 

亚 品 种 ) 都 属 礁 过 一 类 。 另 一 类 是 晚熟 的 春小麦 EPR THRE es 

系 。 但 是 同时 也 稻 慢 地 发 育 地 上 部 牙 , 过 一 周 使 得 泛 类 品种 能 够 保持 吸 
收 器 官 和 车 发 器 官 的 有 利 的 比例 。 过 类 品种 最 初 以 全 部 力量 来 发 青 根 
系 的 主要 骨干 ,仅仅 到 了 和 后 来 ,其 根系 的 整个 体积 才 超 过 不 抗旱 的 品种 。 
西部 西伯 利 亚 青 种 站 的 米 里 吐 和 鲁 姆 321 就 是 汪 类 的 品种 。 有 一 些 研究 
家 也 把 棉花 和 胡麻 的 各 个 晚秋 品种 都 归 帮 过 一 闫 s 

PORIRUA RA ARM, 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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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F TEFE RADE 5 AMD ATE HH Ss Ye ih Be, FELT 

FEAL TE HF 5 FRM AAA AY TPES APHIS 5 AEE T HA b SA 

URE Rs ES NHR DL Be PE PU OR MEE T A 
Be Aims Fa» wes LY ths Py Ae EA BH AR. 1 BA EE A PR A Ah Bd oe 

性 之 间 有 一 定 的 关 傈 。 可 是 和 后 来 的 研究 工作 表明 ， 除 了 条 胞 的 大 小 以 

外 ,还 有 很 多 其 他 因素 都 影 鸣 着 抗旱 性 。 抗 旱 的 品种 可 能 不 仅仅 是 小 型 

翘 胞 的 植物 ?具有 大 型 锈 胞 的 植物 ,也 可 能 是 抗 星 的 ,相反 的 ,小 型 狂 胞 

“ 胸 植 物 , 汪 不 永 速 是 抗旱 的 。 

很 多 研究 家 党 试 硼 定 抗旱 性 盟 蒸 腾 傈 数 之 间 的 关 傈 。 他 们 认 乱 , 蒸 

腾 侨 数 越 小 ?植物 就 越 抗旱 ;相反 的 , 蒸 有 路 傈 数 越 大 就 越 不 抗旱 。 过 些 研 

究 家 是 以 下 列 的 假定 需 根 据 的 :如 果 形 成 一 单位 乾燥 物质 ,需要 油耗 的 
水 量 较 少 , 那 未 ,过 就 是 说 这样 的 植物 坟 容 易 忍 受 乾 旱 。 可 是 , 合 来 的 
研究 工作 ,没有 竹 实 尖 种 假定 , 泪 旦 指出， 不同 的 外 界 人 条 件 强 殉 地 改 帮 
EG RRNA 

BARBS SEM BRE A A BB EA BB 

PATH ANE He ME 2 Hy Lee tA AY AE TAK Ey 可 能 是 有 利 的 。 很 多 研究 家 识 

BS DEREE DR RE Bt BR A ES SA Ht PS PE AE A 

APE ES BR Ba KA TCA ETT 可 是 全 经 发 现 ) 抵 抗 

力 有 各 种 不 同 的 种 类 : AYE EER SER Ee XK EK 

的 能 力 ? 相 反 的 , 另 一 些 品 种 在 非常 妹 烈 枯 压 的 时 候 却 仍然 保持 大 量 的 

水 分 。 关 从 抗旱 性 与 化 合 访 的 水 的 数量 之 关 傈 ,与 渗透 压 之 天 傈 等 等 ， 

台 有 人 提出 很 多 其 他 的 假定 .可 是 ,把 植物 抗旱 性 与 示 一 种 因素 联 哟 起 

环 的 一 切 企图 ,都 没有 充分 的 根据 。 抗 旱 性 是 决定 蕉 各 种 竺 合 因素 的 一 

征 乱 杂 现 象 . 因 此 ,育种 的 任务 就 在 庆 育 成 具有 过 种 综合 因素 的 品种 。 

Lee HPAL PAAR,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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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乾 旱 。 所 谓 土壤 乾 旱 ,我 们 是 指 下列 的 情况 :由 基 降 雨 雪 量 的 不是 和 
RS He ABER BE, ASME Fp GTR DRE ZS ST A, SE SIR 
以 致 植物 的 根系 已 经 不 能 够 利用 所 剩 下 的 致死 的 风水 量 了 。 主 塘 乾 时 
WARE TAD 5 SBE EL, TF EI 
A Bibs) EE Oe HL AE ENTE ET, WNT 
AIRY PE Se Bd — 1 EER LE EE SE 
HUBIIC WA» THELESS — EI Foe ETH SH Re BA 5 BATT DF HH RE RC 
HEL OTA REPU SE » HET le WE PS OE: 

EE SUE HRB OG EEE eS FFF RRP PE IE. 
(Bk He CANE DUNT AP TE DR PAE AY 9 SEARED 
ficfeySE GEESE) (ELS 5 ERS TI BE RE, PEI ED 
Ai (ey ERR Bes VATS HL » AE ER SA EP) 
大 氧 喜 量 “” 另 一 种 乾 旱 是 大 气 喜 旱 ? 过 了 时候, 空气 中 所 含 的 水 分 很 “ 

少 ;18- 一 20 儿 的 等 气 相当 混 度 ,是 植物 正常 屋 译 的 最 低 限度 。 大 气 乾 早 
常常 是 突然 来 降 。 在 某 些 年 份 中 ,夏季 的 降雨 量 非常 充足 ,甚至 可 能 稍 ， 
BETA , UE PE SABE BE AE BRU EB | ED BARRA SR 

ESAS DE ASR AICPA BEE: CREA RED BE ARIA I | 
PRC BEE A Uy < DSB A AL EE SI GS 5 SE 
ELS PEA AR BVA EIU UIA. HET URE DT IR LE 
BEAUTE L, SENSED HLS UE ECE RIOR, BOE 
Ai — Sen DIGI GEA, NG HE ALI EHR 
De in ee eT Ic he cee ae 
旱 , 所 以 痢 个 地 方才 创造 了 在 发 青 初 期 内 就 卖 现 出 抗旱 性 的 品种 ;来 通 ， 
ROSE R HEMR EOE TERRY EE TES SIA OT ARON 
旱 的 品种 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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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 AAS Ved HER 9 Se BELA SR EAE, Ks 
PLR AEE A MITSUI OE AE MG RE 

fly ih BE GEL BE BS 可 以 是 不 抗旱 的 )。 
评定 品种 抗旱 性 的 方法 ”评定 品种 抗旱 性 的 方法 很 多 。 
田 问 方法 ”评定 抗旱 性 的 方法 ,可 以 分 篇 田 间 方 法 和 实 台 室 方 法 ， 

以 及 直接 孝 法 和 间接 方法 。 探 用 田间 方法 上 时， 不 必 肾 行 任何 特别 的 试 
验 5 可 忆 在 苗 转 内 以 及 在 品种 试验 时 的 普通 播种 物 上 ,进行 至 部 评定 工 

作 在 过 圳 必须 做 的 主要 工作 ,就 是 小 心 观察 植物 在 乾 旱 条 件 下 的 避 性 ， 
注意 各 个 品种 在 喜 旱 期 间 所 发 生 的 一 切 释 化 ， 注 意 植物 的 一 切 外 表 形 

状 ̀ 、 受 损害 的 状 沈 \ 枯 契 的 速度 、 革 关 色 的 麦 化 死亡 的 速度 等 等 。 同 时 
对 很 多 品种 进行 这 些 观 察 , 使 我 们 能 饮 评 定 每 一 个 品 稳 的 比较 抗旱 性 。 
-如果 把 泛 些 观察 颈 每 一 个 品种 的 产量 及 其 降低 的 程度 〈 镭 没有 乾 旱 时 
的 产量 作 比 较 ) 联 紧 起 来 研究 , 那 未 过 些 观 察 将 特别 有 价值 可 是 ,在 没 
有 发 生 乾 早 或 者 乾 旱 不 属 震 的 年 份 内 ， 汪 种 方法 就 不 能 用 来 评定 品种 
的 抗旱 性 。 换 句 庄 规 , 上 渡 的 方法 踪 然 有 其 优点 ,但 是 必须 消耗 好 炎 年 

的 了 时间 ,才能 锣 多 得 所 需 的 烙 果 。 
乾燥 物质 增加 量 的 计算 ， 很 多 研究 家 建议 在 观察 气象 学 因素 和 士 

搂 瀑 度 的 同 肝 ,计算 乾燥 物质 的 增加 量 。 在 汪 种 情形 下 ,不 但 可 以 观察 
到 乾 旱 的 显著 作用 ， 而 且 也 可 以 观 从 就 铝 物 质 在 乾 旱 时 的 境 加 量 策 正 

BER BH EE EL > 2 一 3 天 一 次 。 
在 比较 入 的 时 间 内 ， 可 能 有 不 同 的 条 件 以 不 同 的 方式 影 澳 着 乾燥 物质 

的 增 加 情况 。 如 果 言 算 的 次 数 太 少 , 演 些 人 条件 的 作用 可 能 看 不 出 来 ; 常 
A HT DLE HP A SS HE PE SE 

ALU EE hc Bk EE THE SEE STARE LIE RIE, 

,必须 选取 50 一 100 HEAR ARE HE SAGAS ESE AT BR D9 FEET 



560 FH fi) Pea PS DR Ah 

FY) Sic AD AS Bae BC FERRE FD Be 5 SR i a: ESET AM RRC BRAY 

SOAR AB we WSs AHIR PMP IE 

RRA RANA hte BAe. Ei 

PR ti, BAMA ALEK Bey eh ee OR © 

ean te iy ioued Aras eed 
Bi ESE MENS AIT AE MEISTER a Hs PERE FS sR BEE 
SEE FETE Deby ARS OTR 5 1“ PES PRT 

FLW LI Ue EA RAL A ERE PA A ERE 
ARAL AL EH Td BE et HA HS EE, 

F-BPERARA BREDA EK REZ Ae sex 

ERED eV. SA LE ET, 

(ESE BESTT AA AR ER BS HU BREE VARY DY Ee LS TT PY 

BRA AAI PREE DARD 8 BE © BY DFA Sa hl) ST EAE» BCT ea 

Site YK — Bee et AR WR BY Dee BRAY EI _E: 5 e_ $B 

Fa BAK » HE HE EEF} FS EY 9 AR I Ss A 

FY DLE — AB He He EAT I LA SE ER UE —6 
WATE NR 38 BE EE AH 
ALE STHE REALM, WORIAL 

HEAR SY ATL ARH DURES » LS SEO ME OG TEE 
育 , 而 且 滨 里 的 条 件 熏 普通 田间 人 条件 没有 任何 区 别 : 可 是 大 工 就 燥 地 需 ， 

要 淮 一 步 的 方法 上 和 技术 上 的 外 理 ， 我 们 在 演 圳 将 仅仅 桶 出 一 些 基 本 

的 原理 。 尖 征 方 法 的 内 容 ,就 是 把 植物 直接 播种 在 土壤 中 ;然后 用 =- 箱 
永久 的 或 叔 时 的 棚 鞋 , 达 住 播种 的 小 区 ,使 小 区 不 接受 雨水 ) 国 而 造成 

赣 旱 。 如 果 小 区 长 期 没有 接受 雨水 ; 那 末 ,由 从 植物 本 身 和 上 士 培 才 面 的 

蒸 疏 ,土壤 中 的 水 牙 百 从 率 将 逐渐 降低 ,最 后 发 生 土壤 乾 旱 。 用 来 作 人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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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乾 燥 地 的 那 一 地 段 , 要 适当 地 选择 ， 敲 地 段 的 地 下 水 水 面 不 要 太 高 ， 
和 否则 根系 将 从 地 下 水 取得 水 从 。 和 过 种 方法 的 优 味 如 下 :植物 处 失 正 常 的 
人 条件 下 ;因而 能 够 才 现 自己 发 育 的 一 切 特 黑 ,其 中 包括 根系 抵抗 乾 旱 的 
适应 性 。 大 工 就 燥 地 中 士 壤 的 乾燥 通 程 ,是 逐渐 发 生 的 , 正 像 在 通常 的 
自然 条 件 下 所 发 生 的 一 样 。 
,未 久 的 大 工 乾 燥 地 “人工 喜 燥 地 可 以 牙 需 三 种 。 第 一 种 是 装 有 玻 

璃 的 不 动 的 人 工 乾 燥 地 ,或 装 有 玻璃 的 温床 ,在 过 圳 面 ， 植 物 直接 播 逢 
LED RMR SBE, AMAA INE, WA 
PRG HE HS Sh wey aE PES RRO URE Fo BK HE BE EE 

SRL Hey REE te SEPA TT HEF AF}, FL» FR BENE IE EIB, BE ABR 

BEARER. ZEMUBMNO RS SHEEP SE BEA TR Re, AE 
有 起 璃 的 场所 中 ,温度 极 高 ,高 温 对 认 大 多 数 作物 的 发 理发 生 不 利 的 影 
团 。 在 北方 ,这 御 人 工 乾 燥 地 绪 较 天 用 , 因 乱 北方 根本 没有 太 高 的 温度 。 

| 在 不 动 的 人 工 喜 燥 地 中 ,也 可 以 创造 一 定 程度 的 大 气 喜 早 ,就 是 如 ， 

PAREN RAIL, WE AAR IK 

Fp oA EG ARAB AR EE. 
项 鞋 可 以 推 开 的 人 工 鼓 燥 地， 第 二 种 人 工 喜 燥 地 的 顶 萃 可 以 在 平 

时 推 开 ,而 在 下 雨 肚 鞋 上 ,过 样 可 以 避 驹 屋 生 高 温度 。 如 果 没 有 下 雨 , 顶 
Be, ALES EE, ASR A TR A 

ERNE ET DEE ARIES LS 
BN BERNIE A, Dc A BET TLE LE 
BAND AT Hit EEE AAO, Sb EERO Le AE 
分 被 研究 出 来 。 

| ， 顶 鞭 可 以 推 起 的 人 工 喜 爆 地 ”第 三 种 人 工 赣 燥 地 的 顶 蕾 可 以 挫 
Ae BINA iis AA TE SK SL RY 9 SE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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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可 以 在 天 气 良 好 的 上 时候 挫 起 ,在 下 两 睹 蕾 下 。 仿 了 使 硕 蕾 可 以 随时 括 
ABT, ATR LEAR RE APE, RE 
Nes EHS, LEEDS WY A UE IA EL, SRR 
Wy ALR TER LR SR Hr 
KEV AS Hh, HAMS SHS EE ES Oe 
SSA LR WIR : Be eS AR 
WLI Ky ITAA GEA IER WE. TES RINNE 
MALM MM LURE, EEE he, 

第 23 男 : ATCAEARDNY ER outa FRO 

AT PRY TE BEE TE OKT) EEA OBR. TOBE AAS 

ey FWY Dye RANK EN LTR HL PE, SE 
47, ATHENS DE IEE, BT SURE, AT 
Bhi BSC REDE ATS 3 米 ; TAT FcR AU ERB UT HES J EN 
科 角 应 当 在 12* 以 上 ,否则 顶 鞋 上 将 积 留 着 大 气 降 水 。 可 以 用 一 休 间 征 
KML MARIE RA, ENEMA RET. 

ST BF AFL NY ALOE A AR,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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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R BE — BHO Te RE AA 35 I PE RE 60 一 70 JK SB 

SETS EE EAR REF TT SEE 30 ELK y BEE BE AAS ES EA 

Wea Fh PL VE PE BE RG BSS i 30 厘米 的 保护 带 

FUE ETA BE FIR HOA ATT DIG ARE EARN, TRE 

BBS LE 7K 5 ME FESS — VR WOE DE TE SS RR) HONE 3S EE TT DUE 
APBSBHE Mis ASCE FeADih Sky ASAD 

SESE irk TEA EE A TE 
BARE AREER LER, FO ESL A 

adh Hy Ses. 4: — i IES EA Te hI. 

$s FPR OTE AY BEBE A RST HER RE, AT HE AA 
Te BRE EB} EIR Ey $5 EFT IE BS FF RE GE TY 

着 从 大 工 乾 燥 地 的 边沿 到 中 央 的 方向 牙 成 3 一 4 BR), IB EINE 
一 段 上 ， 植 株 可 能 比较 在 另 一 段 上 受到 更 属 害 的 土壤 乾 旱 。 在 营养 期 

”内 应当 测 定 不 同 深度 的 土壤 混 度 ,而 且 要 测定 好 疙 次 。 在 人 工 北 爆 地 
“上 受 坛 骏 的 各 个 品种 ,要 另外 播 征 在 人 工 喜 燥 地 附近 的 普通 田地 上 ,来 

“作对 照 。 土 壤 休 件 和 其 他 人 条件 应 管 仅 可 能 一 样 。 在 比较 人 工 赣 燥 地 上 和 

:对照 地 段 上 的 产量 以 后 ,就 可 以 刊 断 各 个 品种 的 抗旱 性 程度 。 

上 述 的 大 工 乾 燥 地 ,使 我 们 能 人 够 在 不 同时 期 内 (其 中 包括 较 早 的 时 

“其 ) 桂 行 天 及 王 款 尼 旱 的 试验 。 在 进行 早期 的 试 恒 上 时 ,必须 从 秋季 起 就 
PERT ARSE AL LL, RUE Ee TE) ACT 
WOE, MRS, 4 RTT AERA RE ES AKT» HE SAIC 

三 物 完成 至 部 的 发 育 了 。 
人 工 枯 萎 法 “研究 品种 抵抗 证 塘 乾 旱 能 力 的 另 一 种 方法 是 吐 受 衣 

夫 等 人 所 研究 出 的 人 工 枯 凌 法 。 汪 种 方法 的 原理 是 党 样 的 :把 植物 播种 

在 试 公 中 ?在 某 种 士 壤 混 度 休 件 下 加 以 栽培 ,然后 在 必要 的 时 候 停 止 对 



264 ley eS RT HS 

BLAEAT AL FO ARIMEPORUA FEM HE, BRE 
SBS RRR BE 5 SR At Ly Hl Py ASS Hh SF TE LT 

SRE, KRAMER SDR SRAPWER 
MUIR MTORR, DRE, EERE 

条件 下 栽培 的 植株 ,根系 不 能 侯 正 常 地 发 育 , TTA RE BRS 

抗 喜 旱 。 用 过 种 方法 所 测定 的 ,仅仅 是 称 养 器 官 的 生物 采 对 大 胶水 现象 

的 抵抗 力 。 具 有 高 度 抗 腊 水 性 的 生物 腰 的 植物 ,也 是 抗旱 的 植物 5 但 是 ，， 

不 具有 汪 种 性 质 的 植物 ,仍然 不 可 以 认 坊 是 不 抗旱 的 植物 。 人 工 林业 法 ， 
可 以 应 用 来 选择 抗旱 的 生活 型 ， 但 是 不 可 以 应 用 来 按照 抗旱 性 性 状 而 ， 

淘汰 植株 。 
试验 所 用 的 试 侦 ,可 以 是 玻璃 的 金属 的 、 陶 土 的 或 木 仙 的 播种 箱 。 

陶器 或 木 双 的 播种 箱 泪 不 完全 通用 , 因 乱 过 两 种 试 从 中 的 水 分 ?不 但 被 “ 

植物 和 土壤 表面 所 蒸发 ,而 且 也 通过 试 公 侧 面 敬 发 掉 ; 士 壤 因 而 非常 过 “ 

速 地 乾燥 ,过 种 情况 熏 自 然 休 件 下 的 情况 不 同 , 植 物 不 能 适应 。 金属 的 

和 玻璃 的 试 公 , 肉 然 没 有 过 个 缺点 ,但 是 也 有 其 他 的 缺点 :这样 的 试 公 ， 

特别 是 金属 试 盆 在 阳光 下 疆 烈 发 玖 , 其 中 的 土壤 温度 比较 在 田间 人 条件 
Fit: Ait BRHRAM EVAR RAWADUEA EK 

好 探 用 比较 大 的 其 中 可 以 放 着 5.5 一 7 PAR. Bebe 

KAW ALF (BEG TASER BOK} VTE AE BL HB PEE 

WARE Beh BAS HIER EAE 

地 发 育 , 正 像 它们 在 普通 田间 条件 下 发 育 一样 。 饥 多 里 斯 卡 亚 ( 鄂 姆 斯 
3t) woes» HEA 7 PEL R HR, ES AW DAR. HH 

HERA EE OREZ ES AW DA 8 一 10 PA BARS 

EASED GE HSER RID HE Py BEIG » DI BEE HAE Hh AE, 

BS THEE Lea EME HY ZO» SERA SE TE JT Fk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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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来 放 算 , 泪 且 要 特别 小 心 , 因 篱 泛 些 植株 的 营养 和 水 牙 凑 沈 即 使 稍 
微 不 同 ,其 发 青 就 可 能 发 生 很 大 的 牙 歧 , 泛 种 从 歧 可 能 诞 著 了 不 同 品 征 
所 故 当 麦 现 的 任何 差 届 。 试 驹 至 少 应 当 重 复 四 次 , 因 俯 重 复 疼 数 太 少 ， 
就 示 能 获得 必要 的 维 确 性 。 土 壤 的 乾燥 和 灌溉 的 中 止 , 必 须 狼 爵 10 一 15 
天 如 果 在 秽 察 只 发 现 土壤 乾燥 得 太 快 ,就 必须 设法 使 它 介 些 。 仿 了 芝 
Bi Ty DLE ES UE Be, RE HA PRED 

METRE A IPS, FA AER BH tb 
性 ;不 能 够 正确 地 评定 品种 : 因 禽 一 些 品 种 在 其 发 至 的 比较 早 的 阶段 上 

是 有 抵抗 力 的 ,而 另 一些 品 种 则 在 比较 晚 的 阶段 上 有 抵抗 力 .每 一 个 品 
种 在 各 个 不 同时 期 内 的 抗旱 性 程度 是 不 同 的 ， 仍 了 正确 放 定 各 个 不 同 
品种 的 抗旱 性 ， 必 须 在 发 青 的 不 同时 期 内 进行 比较 。 也 必须 考虑 到 一 
哑 : 示 同 的 地 区 可 能 在 不 局 的 时 间 内 发 生 喜 旱 。 某 一 个 地 区 常常 发 生 比 
尽 早期 的 乾 旱 ,就 是 坑 在 营养 期 的 初期 发 生 乾 旱 ， 而 另 一 些 地 区 则 在 

- 引 较 晚 的 时 大 内 发 生 乾 旱 。 漫 有 一 些 地 区 有 时 候 发 生 早期 的 喜 旱 ,有 了 时 

候 发 生 晚期 的 乾 旱 。 如 果 某 一 地 区 常常 发 生 早期 的 喜 旱 那 末 几 笛 特别 

小 辫 地 研究 品种 对 失 早 期 喜 旱 的 抵抗 力 。 在 常常 发 生 晚期 辟 旱 的 地 区 

内 ， 吏 必 须 研 究 品 种 对 大 晚期 乾 旱 的 抵抗 力 。 

不 同 品 征 的 各 个 发 育 阶 段 在 不 同 的 上 时候 开始 ， 二 一 丰 造 成 工作 上 

的 极 大 困 亲 。 早 熟 品 种 比较 晚 郝 品 种 发 育 得 快 得 多 ; Fee in BZ 

(iA Hehe, SPERM, ER ow 

| CTE BEE PA VEPE K (EERE HY Oh PSI AE ASS 

: 
; 
A Mee Ry a RL LEI ELC RT, SA A RET 
RAE TE: ELER  A B A EMT 

日 性 就 越 巷 | UL TERRI A ASSES SERB TIE HH En BE 

a. 

仅 可 能 在 同一 个 了 时候 进 大 各 个 发 育 时 期 。 如 果 不 是 在 同一 日 期 使 早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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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 ALAS on ESHA AR ZS. TE CEE PSP BIE A FARR BE EP dE 

‘EMP Paka AG ZS 5 DAR HEA HE TEZE GT ATE RR. Same DS 

解释 :如 果 在 同一 日 期 对 一 些 品 种 停止 灌溉 而 在 5 RRA BA—Am 

Pee: EERE » TBA » Ui FE .空气 混 度 光照 等 等 条件， 对 从 过 些 品种 将 是 

na 

”不同 的 。 过 些 人 条件 对 蕉 一 些 品 种 可 能 比较 不 利 ( 乾 玖 的 气候 力士 壤 将 喜 
爆 得 比较 快 , 士 壤 乾 旱 的 烙 果 将 发 生得 比较 早 或 比较 属 雪 。 到 了 不 同 
气候 人 条件 ( 瀑 冷 的 气候 ) 的 另 一 些 品 种 将 发 生 完全 不 同 的 情况 。 

很 多 研究 家 在 植物 发 育 的 最 早期 阶段 内 计算 档 娄 的 烙 果 。 机 一 些 

研究 家 建议 使 不 同 的 小 秦 品 种 在 第 三 或 第 四 革 的 阶段 内 枯 凌 。 然 后 恢 

复 灌流 ?在 植株 复 融 的 时 候 * 立 刻 计 算 完 全 死亡 的 品 古 和 死亡 程度 不 同 

的 品种 。 过 样 来 计算 鼓 旱 的 烙 果 未必 有 什么 特殊 的 丛 处 。 栽 培 禾 坑 类 

植物 的 目的 ,是 在 基 欧 得 经 粒 ? 我 们 所 重税 的 ， 不 是 在 大 什么 品种 将 在 

自己 发 育 的 最 初时 期 内 减 少 或 保存 自己 的 营养 体积 》 TEARS 

PABST EIS RE FEE RL ey Bg EEE ES 

Bis i DAKE ORE TASS RT HARMED 

(AaB) 9 SB AB EL ETEK PE EEE SEF 

AS ERG SHR ENE ES, (HS (SE 

PAF EEE) EM BEER ESR A 

个 品种 经 历 了 士 壤 苑 旱 和 后 所 表现 的 如 性 。 把 林业 试验 的 糙 果 和 与 育种 站 

进行 的 田间 观察 作 一 比较 ， 就 可 以 比较 还 速 地 耸 龄 出 抗旱 性 方面 值得 
注意 的 品种 。 

放 定 品种 抵抗 大 气 鼓 旱 能 力 的 方法 ”评定 品 种 迪 礁 大 氟 吉 旱 的 反 

应 的 方法 ;现在 汪 很 少 研究 。 克 拉 斯 诺 谢 里 斯 卡 亚 一 马克 西 英 娃 首先 在 

全 蕉 植物 栽培 研究 所 的 实 恰 室 中 党 试 研 究 出 过 样 的 方法 。 她 所 研究 出 

的 方法 的 内 容 如 下 :把 植物 栽培 在 植物 培养 室内 的 试 盆 或 花 公 中 ; 然 合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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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cs

 

帮 在 所 疆 火 工 乾 瓜 权 内 蒙受 高 温 ̀  罗 和 北 燥 空气 的 影 澳 。 人 工 北 抱 柜 是 

用 玻璃 和 成 的 ;站 不 很 大 。 郝 和 乾 的 空气 治 着 特殊 的 管 以 一 定 的 力量 吹 

ARP. 这样 的 气流 吹 到 试 盆 中 的 植物 ,过 样 册 夸 地 吹 了 一 定 的 时 间 ， 

手 内 就 造成 了 人 工 乾 旱 的 人 条件 应 当 注 意 到 下 面 一 点 : 试 谷中 的 各 个 品 

| By AGE a EHS BI PAIS TET EF A AE AAG HE PR 

Bie MUEDUAE A TL We AE HAL» 那 末 气流 将 直接 到 过 一 些 试 盆 y 但 

片 
/ ， 

fA 2 aT hae) 

Sy OER Ey: mt 
bd biter. 二 了 

2 rs Te { it 
1 

了 4 > — saat = 让 

er? + 4 4 7 af 

$24: A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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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WRAEA RAAB 158 BE Fo RRA 
AMAA HE AEE IEA A, 7 BSE, TD 
BEB — ELE RIS 5 FERS LVEF ERE. WERE TT DE DR Uy IR 
Hie EAD Kees LIRA ERORE—O RD ie 
TMA AAT BE FADRRHZRATEA. BREDA 1 

MMR eS A se ALE ED Dae 6 个 试 贫 。 在 鄂 姆 斯 克 ， 

建造 了 一 些 比 较 大 的 人 工 喜 帮 林 ,每 一 个 横 可 以 放 20 A. BAZEBY 

BAEZ BARBRA AANA TEA > BEAR, 

FAK ESA 3B ta — TEA » 3s BEAT BS HB es AR » ZEST RE 

DLBEAK ROKR ST HR, RETR Rs SAGE AE Fess A 

BB Fis Be AY UL BE 5 BEE y LIK A A 7 RD AR > BY DES BTA a 

FAREED EE 9 EE EAR Ey WE EARS SES 
BRAG, EAB, BOA RARE ERT 
标 中 冷却 。 只 要 把 空气 加 苑 , 它 的 相对 湿度 就 降低 。 试 咸 所 用 的 空气 之 
温度 和 相对 混 度 ,必须 按照 不 同 的 地 区 来 规定 。 可 以 用 总 地 区 在 发 生 大 

气 乾 旱 时 所 鞠 测 到 的 温度 和 入 对 瀑 度 ,来 作 篇 基础 。 如 果 访 地 区 在 发 生 
大 氟 乾 旱 时 的 空气 温度 等 大 38* 一 40*C， 相当 湿度 等 基 18%， 那 未 ,人 
工 乾 岳 杷 中 的 人 条件, 也 应当 大 狗 是 党 样 。 

如 果 大 氟 因 素 没有 过 到 风 有 的 纺 度 , 那 未 ,被 研究 的 植株 就 必须 受 
过 些 因素 影响 得 久 些 。 如 果 大 气 因素 超 允 应 有 的 茂 度 那 未 就 谎 当 把 影 
潮 的 时 间 短 短 些 。 但 是 空气 的 温度 和 乾燥 程度 之 最 高 界限 ,在 每 一 地 区 
办 必须 根据 当地 人 条件 来 决定。 最 好 使 影响 的 时 间 短 些 , 因 篇 芝 样 可 以 利 
用 人 工 辟 岳 郴 来 试验 更 多 的 品种 。 

we wo AD BF 必须 记得 ， 不 要 仅仅 在 品种 

ER 的 某 一 时 期 内 研 罕 它们 的 抵抗 力 。 必 须 在 植物 发 育 的 各 个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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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其 内 研究 品种 的 抵抗 力 。 供 试 的 植株 必须 发 育 得 完全 正常 ;没有 完全 
| 发育 的 植株 对 太 大 气 训 旱 的 反应 可 能 完全 不 同 。 因 篇 就 对 从 大 气 赣 旱 
的 反应 的 鞠 册 来 售 , 在 植物 生活 中 ,最 重要 的 时 期 是 抽穗 征 的 时 期 ， 所 
| 以 在 研究 品种 时 ;必须 特别 注意 这 个 比较 运 的 时 期 。 正 像 在 评定 品种 对 
。 基 士 壤 乾 旱 的 抵抗 力 时 一 样 在 这 训 也 必须 把 植株 栽培 到 收 区 ,然后 按 
。 照 产 量 降低 的 程度 来 评定 品种 。 

第 三 节 “农作物 抗 病 性 的 评定 

a l. ”站 车 

AHS BT EMOTE REAR ED 
AY Bes EERE FE EO BHI SOE PE HT DR REE BIB 

| EAE TIONED, BRON HAD 
REO FES 5 WE Lt TT YA ESE EB IEE EA 
|. 因 和 估 病 岩 的 种 类 很 多 ,有 一 些 病 害 大 大 降低 农作物 的 单位 面积 兰 量 ,所 

。 上 太 正确 晾 解 移 疫 性 无 恬 是 很 重要 的 。 不 同 的 研究 工作 才 明 ,植物 的 托 搞 
” 力 ( 或 部 疫 性 )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自然 免疫 性 不论 章 本 植物 和 木 本 植物 的 一 切 的 种 和 局 ， 都 具有 
旺 直 然 絮 疫 性 。 关 从 滨 一 方面 ,下 列 兹 种 最 重要 的 作物 已 经 被 研究 得 特别 

多 : 秘 形 类 作 愧 、 马 丛 昔 .型 糖 甜 某 甘蔗 等 等 自然 移 疫 性 的 种 类 很 多 
”需要 加 以 苍 类 .首先 应 当 提 出 一 种 免疫 性 (或 抵抗 力 ) SS 
”生物 对 蕉 寄主 植物 的 属 和 种 之 专 化 性 有 关 。 路 然 不 能 在 品种 匈 疫 性 或 
， 稳 免疫 性 竖 必 免疫 性 之 间 ， 作 出 任何 的 界限 ?但 是 通常 有 抵抗 力 的 品种 
“都 属 礁 革 一 个 别 的 种 或 属 。 

” 司 站 有 时候 可 以 利用 这 一 是 ,来 关 明 各 个 不 同类 植物 之 间 的 岗 炮 程度 。 
RBA, AAT OE SEH CIS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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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很 多 病害 。 必 须 指出 ,近年 来 已 经 发 现 了 各 种 寄生 物 的 复杂 成 从; 发 
现 了 寄生 物 的 各 个 生理 小 种 ; 泛 些 生理 小 种 的 专 化 性 ,比较 读 种 寄生 物 
NYSE CPE INE. ey 

EPR EE AREER WHEE MAL EEE, SERRE 
oth 5S SE A RAE, 在 
BEA IGE HOTA RALLY HH y W428 75-15 FS APB (LAG A 
EIEN 5 (2) 2p Ae rt Sp Be BL AR A A FE 

Ae He Wy Fh WE y IEE HY MTS ESE TAS SE SE ES 
FETE EC Spee RE Te ARE EE 
FR Ve FREE BES HAS : ESE EEE OE, 
HHS MEETS TS OE AB BEA Hy A Sy INET th AE — 
LANE I, SEL EEA Sa EE 
27, FAS BH EK EA ILA DRE AS 
EAS ey MEAS BEE Le eS EL LS 
RFP WA SED EL 5 SAE Ay PTE A HE GEE A 
Hea fy Sh OT HP VDE RHE EI Hg EE 
PETE RTT, SAT DB, UG 9 eB ER EI SE A IE 
至 发 生 一 定 的 刺激 作用 。 最 接近 的 植物 朝 胞 更 好 地 获得 营养 物质 ;所 以 
当 厌 多 数 的 个 别 部 修 死 亡 时 ,这 些 彰 胞 仍然 长 期 活着 
千 柳 驶 疫 性 ”第 二 类 的 抗 病 性 决定 基 植 物 糙 构 的 各 种 特点 。 在 这 

种 情形 下 ,主要 妨 本 寄生 物 透 入 的 ,是 车 构 的 解剖 学 特 黑 或 形态 学 特 辐 ; 
例如 表皮 层 、 角 质 层 皮层、 气孔 等 等 的 车 构 特 点 都 是 ;有 一 些 植物 的 花 
SEPA A HY» SEARED ER BG AT ABE AEP ETE 
Ks ROL ADR A 9 SA BE AS SI EE | MSI, HORE 
iwi BES HRA WERE A O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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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性 之 间作 了 一 个 显明 的 界限 。 
BR abil AS RA ASEM REE, WT De RATE RE 

BeBe Gh He Ey AE BUREAU et AG 7E-ZE Geta BE Ag 
不 能 透 入 种 皮 , Ai RETA HE. 

驶 疫 性 与 植物 相 粮 的 化 学 特点 的 天 傈 第 三 类 驶 疫 性 是 与 植物 粗 
侩 的 各 种 化 学 特点 有 关 的 。 必 须 把 过 种 多 疫 性 也 记 大 被 动 絮 疫 性 一 类 。 
Behl SARA, 另 一 些 植物 含有 花 青 素 , 第 三 类 植物 的 四 胞 菠 具 

有 很 高 的 奖 透 压 ; ES, MLS HU, WT AE: Se OT 
酸度 的 关 傈 ;或 与 植物 龄 .多 萄 糖 等 等 的 含量 的 天保 。 有 一 些 研 究 家 训 
篇 还 有 一 逢 功能 抗 病 性 ,所 性 功能 抗 病 性 ,是 指 植物 在 其 发 育 的 一 定 阶 
段 士 的 抗 病 性 。 某 些 植物 的 气孔 的 特殊 羞 性 , 可 以 作 入 这 一 点 的 例子 ; 

. 气 陛 在 锈病 或 其 他 不 良 人 条件 发 展 的 时 候 ,保持 关闭 ,而 在 这些 休 件 不 存 
在 的 时 候 张 开 。 由 帮 早 熟 或 在 病害 最 发 展 以 前 成 熟 , 植物 可 能 避 铭 感染 
病害 ; 演 些 植物 属 大 特殊 的 一 类 。 必 须 再 一 次 着 重 指出 :如 果 嘻 ,免疫 性 
的 原因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那 末 , 各 个 个 别 品种 对 大 某 一 逢 病害 的 抵抗 程度 
的 表现 ,也 是 不 同 的 。 

寄生 物 的 各 个 生理 小 种 “由 共 各 个 生理 小 种 的 存在 ， 育 成 抵抗 不 
同 病 咱 的 品种 的 全部 工作 , 更 加 复杂 得 多 。 甚 至 在 最 小 心 研究 时 ,也 不 
能 鞠 侍 到 各 个 生理 小 种 的 形态 学 差 轴 , 但 是 各 个 生理 小 种 ,对 套 不 同 杆 
物品 种 的 作用 却 彼 此 不 同 。 有 一 些 寄 生物 的 生理 小 种 的 数目 是 很 大 的 。 
例如 , 砍 类 程 锈病 菌 的 生理 小 种 ,被 确定 的 有 150 DL, 革 锈 病菌 有 
91 (iS A, BM TI EA AT 31 个 ,小 礁 狗 腥 黑 和 病菌 有 10 个 ,小 
Zs ee RS BAS 14 个 , 等 等。 

和 仿 了 确定 各 个 生理 小 种 , 植物 病理 学 家 夭 稳 了 一 个 品种 表 ; 就 小 麦 
和 燕 奏 感染 锈病 的 情形 来 说 , EMA A. Gilt, MEE DE 

e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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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锈 病 的 生理 小 种 的 麦 , 包 括 11 个 品种 。 每 一 个 品种 都 厅 不 同 的 程度 
感 荣 不 同 的 生理 小 种 有 一 些 品种 感染 一 切 的 生理 小 苑 , 另 一 些 品种 仅 
私 感 染 某 一 个 生理 小 种 ,第 三 类 品种 则 感染 2 个 或 更 多 的 小 种 . 必须 指 
出 , 由 不 同 地 区 搜集 来 的 各 个 生理 小 种 , 麦 现 出 不 同 的 致 病 性 。 亚 切 天 

”斯 基 的 试 愉 表明 :小 秦 燃 腥 昧 重病 的 各 个 北方 小 种 , SRE SE 
致 病 性 疆 些 。 有 一 些小 年 传 作 的 范围 很 广 , BEF Pe — 

克 。 相 反 的 , 另 一 些小 年 传 伤 的 范围 却 很 狭 :有 时 候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甚至 
在 一 个 地 方 的 不 同 地 区 内 , 所 遇 到 的 是 不 同 的 生理 小 种 ,在 青 成 新 品 秆 
时 ,有 时 候 可 以 观察 到 在 过 些 品 年 出 现 以 前 没有 传 优 通 的 那些 小 种 。 也 
PESO HE. hos FRAC th ei a BE, ARS HE 
抵抗 某 种 病害 ,但 是 在 推广 以 后 , ARRAS, Basham 

以 研 宪 后 发 现 :染病 的 原因 ,是 由 故 从 前 在 戈 地 区 内 波 有 充 共 数量 的 寄 
主 植物 而 很 少 传 售 的 某 一 个 新 小 苑 , 过 时 候 有 机 会 繁殖 和 传 估 。 

在 各 种 寄生 物 之 问 观 化 到 类 型 形成 过 程 ,过 一 碰 已 烃 由 锈病 菌 .时 
MMOD WAS ERR HERE, SE 
HALE, ASTER 2 EMR 

$e E+E, Ti HSS 2 PRS 2, TE eh se 

AO MAAR: Bs REA IRIS 2 {iB Ba AHS. 

HFRARARRE meBRARMASO RE, KER 

PER SpE yo PE) RAGED REE, WORE ETE, BT 

DAAEAS Tr BE Le, CERES IASI EAS BE, . BEI MME, FF NE 

PH 值 的 大 小 ,对 大 致 病 性 发 生 很 大 的 影 洗 。 合 经 发 生 过 样 的 情形 : 如 

果 士 壤 酸 度 不 超 通 6.9,， 那 末 机 糖 甜 荣 的 一 切 供 试 品种 都 是 健康 的 ;党 

土壤 酸度 是 7.2 时 ,有 一 些 品 种 天 始 染 病 。 当 上 士 壤 酸 度 是 8.0 时 ， 从 前 

是 免疫 的 一 切 品 种 ,都 感染 了 甜 荣 蛇 上 且 病 (Phoma betae) , + HEME RE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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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 植物 的 致 病 性 发 生 很 大 的 影响 。 
SIE SA HS EE A BL IGE RB, AHL EAD UAE 

Bh, “ly EA BB SRG DAL LE. 5 °C 的 士 壤 温 度 下 侵 染 69.8 多 的 植株 ;在 10*C 
FH 64.6%, FE15°C FEM 53.8% te 20°C Fey 15.5% , FE30°C 

F171 %, MILB, 仅仅 温 度 一 项 的 作用 , BERT REN 
程度 最 容易 引起 便 妆 的 温度 , 对 大 不 同 品种 来 襄 是 不 同 的 。 例 如 , 马 页 

基 兹 品 逢 最 容易 感染 黑 穗 病 的 温度 是 10"C, 道 逐 品 种 是 5*C。 如 果 某 一 
个 品 稳 在 春季 播 古 , BOK, 它们 对 帮 黑 重病 的 很 多 生理 小 逢 都 具有 抵抗 
力 ; 但 在 秋季 播种 时 ; 融 品 种 却 威 染 一 切 的 小 种 。 例 如 , GRE IESE te 
春季 播种 时 能 抵抗 网 胆 黑 穗 病 ,但 在 秋季 播 征 时 汉 感 染 过 种 病 等 等。 

证 塘 和 空气 的 温度 将 从 致 病 性 的 程度 发 生 藏 烈 的 影响 。 在 发 生 锈 
病 .站 粉 病 . 黑 重病 等 等 病害 上 时， 特别 容易 看 出 这 一 点 。 在 通常 的 条 件 
下 ,小 麦 很 少 感染 故 角 病 ， 但 是 当空 气 混 度 很 高 上 时, 当 高 温和 低温 常常 

交替 ;水 麦 因而 开花 时 ;麦角 病 就 流行 起 来 。 高 的 士 壤 湿度 与 高 的 温度 
之 同时 存在 ,停止 了 巷 麦 黑 穗 病 的 发 展 。 相 反 的 , Bebe MAB MM 

PRR TIE OIE Es 当 瀑 度 很 低 时 , I EAB. 
际 上 具有 完全 抗 病 性 的 品种 , 在 高 温度 下 ,将 有 91-96% 感染 病害 。 相 
对 温度 的 不 足 ; 露水 的 缺乏 、 雨 水 的 稀少 、 疆 烈 的 阳光 、 晴 裔 的 天 气 , 一 
二 沙 一 切 都 使 锈病 非常 困 元 发 展 。 HR Hy EE PR SE EI 
要 使 植物 感染 锈病 , 植物 的 药 上 必须 有 滴 流 态 的 水 牙 ; 在 充 从 高 的 温度 
下 下 着 末 雨 ,也 会 促使 锈病 的 出 现 ; 相反 的 ,雨滴 很 大 的 大 雨 , 却 会 把 抑 
子 从 作物 的 药 上 冲 去 ,因而 减 少 锈 病 的 发 展 。 

全“ 光 粮 对 从 作物 当 不 同 美 菌 病 害 的 感染 性 也 发 生 影响; 黄 化 的 小 帮 
| FRUPR AE Ye REAM. GIES . PLIES BAL RE ORIG BEET, 光 糠 则 加 速 锈病 的 发 
FB 5 AR BE SP WB, PEA CS Bk 1 en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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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植物 多大 锈病 就 具有 免疫 性 。 vera FEAL ED REY 7} BEA HE 

ZE ARIS ICRA RS 5 Ise He Be IPS . RA SER Ta IE BR 

A IE Hy EE BE, 他 们 大 cours aa 
Wy OE 相反 的 , BUCA 18 ss . 

it LEAR IF Pay DH, SOD REO 
WEI. TETRA ELE, BRE RBI RSE 
PST BAA Hy, BA, Eee 
Mai A RE. HRY, RAE EA), BR, ESSE 
—-HUREMROHRS, ARH MREOERS T APR OER 
KEATS AGA, HEE BET ED RS, SEE 
PAE RE, URN AM, RAE EMEA SE 
HIhy MAL, 

2 GHRRES ARABS 

FHS CMS, GREE MAA RE 
BRE TPAC AC NG LER A 
等 的 地 方 ,每 年 都 受到 锈病 的 损害 。 要 淮 确 地 确定 锈病 所 引起 的 损 天 是 
相当 困 允 的 ， 因 篇 在 有 利 大 锈病 的 年 份 内 ,一切 非 穆 都 感染 了 锈病 ,小 
没有 一 老 地 段 完 全 不 感染 锈病 而 可 以 僵 染 病 地 段 来 作 上 比较 的 - 因此; HE 
量 降低 的 百 牙 率 , 俊 仅 可 以 近似 地 计算 出 来 :根据 染病 植株 的 百 牙 达 来 
计算 ,或 按照 当年 产量 与 很 多 年 平均 产量 比较 的 降低 程度 来 计算 ,有 二 

些 研 究 家 指出 , PHI EEA ANG TERME 2.5 一 5.7 一 13 公 担 以 上 ,就 

JERE, 使 产量 降低 20 一 75 狗 .产量 降低 的 程度 通常 是 放样 ,但 在 某 些 年 
份 中 ,产量 降低 的 程度 更 大 ; 过 二 点 是 毫 无 疑问 的 。 在 个 别 的 情形 下 , 锈 
病 使 产量 降低 到 零 ( 北 高 加 索 就 常常 发 生 过 些 现象 , 局 克 兰 的 某 些 地 可 : 

在 1932 到 1938 年 内 ,也 发 生 禹 过 种 现象 )。 
“Sees 



第 一 篇 ”第 五 章 ”评定 育种 材料 的 方法 275 

做 病 菌 的 发 育 遇 期 ”锈病 菌 是 记性 的 寄生 物 ,就 是 悦 , Cees 
主 植 物 止 取得 养料 。 直 到 现在 傣 止 ， 膛 不 能 在 任何 培养 基 内 培养 锈病 
菌 ;和 这 征 芙 菌 在 其 发 育 的 在 部 从 时 期 内 没有 和 从 植物 上 取得 养料 ,但 仍然 
活着 j 在 过 个 时 期 内 , 锈病 菌 处 基体 限期 ,处 大 深 伏 状态 。 锈 病菌 能 信 在 
很 夫 程 度 上 湾内 礁 二 定 的 寄主 植物 , 过 是 它 的 特点 。 但 是 若干 种 锈病 菌 
能 够 使 不 同 种 的 植物 发 生病 害 。 锈 病菌 的 发 育 送 有 一 个 特点 ,一 一 就 是 
它 的 发 育 明 期 的 槛 杂 性 ; 锈病 菌 的 各 个 发 育 阶段 的 顺序 性 是 这样 的 :第 
一 阶段 二 二 担子 和 担子 驳 子 ,第 二 阶段 一 性 孢子 器 ,第 三 阶段 一 一 锈 
子 器 ,第 四 阶段 一 夏 孢 子 ,第 五 阶段 一 一 冬 孢 子 。 运 一切 阶段 每 年 仅 

仅 发 育 一 次 ;但 是 夏 孢 子 阶段 却 可 能 每 年 有 好 灯 个 过 期 。 锈 病菌 的 大 多 
数 的 种 没有 完全 通过 整个 过 样 槛 杂 的 发 育 明 期 :有 一 些 陆 段 可 能 跳 通 ， 
在 性 孢子 器 阶段 以 后 , 可 能 立刻 进入 夏 孢子 阶段 或 甚至 冬 孢 子 阶段 。 最 
和 后 ,在 某 些 情 形 下 ,整个 发 育 过 期 可 能 俊 仅 限 放 最 后 两 个 阶段 。 

锈病 菌 的 某 些 发 育 阶段 ;是 在 其 他 植物 上 通过 的 ,得 些 植物 就 是 所 
下 中 间 寄 主 * 例 如, HEELS a NG ETF BE A ER ERE Heh EG 
药 上 上 通过 的 ; HED REO — 2S BE EE ESE 
FANGS, MELE) BENUIE LNG YE E-HOT-, WBE IE PEE 
We SEB iP TE WA Ho ics. FEE PEAT. ald J PERM, RAO Be Be 

破裂 , HER eS HK, WPS, 锈 子 器 在 革 的 下 面 散 出 来 ,过 些 人 锈 子 器 就 形 

PIF. FOF LK i. IF EL Rg BEF SE FL Te 

6, LAE LTE RT Se RK, REE OUR. 

’ 

oe ¥ 

IAEA WOAH PRAIA REIT: 

(1) SAFE FH (Puccinia graminlsPers.) 侵 染 各 种 不 同 的 作物 和 野 : 

it 生 植 物 。 它 的 中 间 寄 主 是 小 募 和 十 大 功 几 。 有 一 些 资料 足以 说 明 , 贯 菌 

能 够 不 藉 助 大 小 给 而 发 育 。 秦 类 种 锈病 在 比较 晚 的 发 育 期 (接近 从 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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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期 的 未 期 ) 才 在 禾 细 类 植物 上 出 现 。 过 和 镍 病 的 外 部 特征 是 在 植物 上 出 现 
的 无 数 深 褐色 的 或 时 色 的 、 相 当 大 的 孢子 堆 。 孢 子 堆 的 长 度 超 盘 宽度 好 
Sh. | an 
(2) (Puccinia triticina Eriks.) | J fe¥%/p>28 DA, th He 

OE KAA FORA PD. EP EEE LE, JE BEE 
但 带 着 其 他 不 同色 彩 的 夏 孢 子 堆 ,这些 孢子 堆 的 大 小 中 等 ;形状 是 圆 的 
或 燃 圆 的 ,通常 是 杂 凯 无 序 地 修 做 在 革 的 表面 . 它 的 中 间 寄 主 是 和 白 渤 章 。 

(3)2525 e575 (Puccinia glumarum Eriks et Henn.) te #eeexe/p 

JE ROE KAS ALE Es, BR AE I, BEE BE eB 
植物 过 59 种 。 夏 孢子 堆 的 颜色 是 浅 的 、 章 黄色 的 ; ER RRs, 

| His PEAT AUS FPP, PSEA REIS TSE ILE, ERS 
RIE, EU RAG EEE HSUEH PRN HE, 包括 穗 
蕊 以 及 甚至 种 子 。 

(4)3#¢35 5 $375 (Puccinia coronifera Kleb.) 菌 的 冬 驳 子 , 具 有 商 状 

的 突出 物 , 所 以 汪 种 病 才 这 样 命名 。 汉 种 锈病 侵 染 革 , 迟 少 合 染 董 , 除 了 
燕麦 以 外 , 冠 锈 病 也 侵 染 某 些 野生 的 乌 料 植物 。 它 在 营养 期 的 下 全 期 内 
出 现 。 Nie Jae 

外 界 人 条件 的 影响 SL FLARES MOBI HY (OL fi DL De EA ey SEE 
SNORE EEA, GABE US Se: (Leese 

HL ep 60 FF) A SR, FO 
IEME A SENG HATS PARSE PG Ba, (2), EMR 
Yoh YB PA HOF AGEN; (3) 孢 子 期 。 半 基 不 同 的 时 戎 来 说; 不 同 
的 外 界 人 条件 可 能 发 生 不 同 的 影 于。 例如 , ER BEA IFS 

沙特 别 大 。 混 度 骑 大 光伏 期 的 影 玫 比较 小 风光 大 孢子 传 作 硕 ) EE 

光大 第 一 期 特别 重要 。 



第 一 篇 BHR ”评定 育种 材料 的 方法 277 
rr 人 全 人 人 人 人 人 全 全 人 人 人 

温度 对 大 一 切 的 时 期 都 有 影 兆 , 但 对 大 每 一 时 期 的 影响 都 不 同 。 锈 

病菌 在 冬 抱 子 阶段 中 的 越冬 ;对 大 秦 关 种 锈 病菌 和 燕 帮 冠 锈病 菌 来 襄 ， 

具有 很 大 的 意义 ; 当 从 其 他 种 的 锈病 菌 来 说 , 在 过 一 阶段 中 的 越冬 所 起 

”的 作用 过 小 , 因 乱 它 们 的 中 间 寄 主 较 不 普 逼 。 在 某 些 地 方 ,完全 没有 中 

间 寄 主 , 肉 然 如 此 ,但 是 麦 类 程 锈病 却 传 伤 很 广 。 从 泛 一 点 可 以 知道 ,对 
PERE GIG BIR BR, 在 冬 孢 子 阶段 中 的 越冬 落 不 是 必需 的 。 在 南方 的 

人 条件 下 ; 伤 病 菌 能 人 够 在 冬 性 植物 上 越冬 ; 过 一 点 在 小 麦 华 锈病 菌 和 黑帮 
华人 锈病 菌 方 面 已 经 很 清楚 地 症 明 了 ,而 在 北 高 加 索 , 在 故 类 程 锈 病菌 方 

HWM T , 革 锈 病菌 的 春 冬 性 最 纺 , HA BIORUST. 但 

LEZ AG ROE BY PEE SE LE LAIR, BIG 
AEA ADEE HE AN AE, SHI EEL ETS, MRE 
PEAR TIE: , WAR PLAC? HERE, EG EIB, 
PECL AEA PY , HEDGES UE Vy EE EE EMT; LEME 

— RAGA MT PRR 4 RWS) 10% 的 染病 植株 。 在 冬 性 作物 

越冬 情况 不 良 的 上 时候, 锈病 出 现 得 百 些 。 麦 类 程 锈 病 仅仅 在 营养 期 的 末 
期 才 发 展 。 

植株 越 旱 感染 锈病 , 锈病 菌 在 植物 成 熟 的 时 候 就 发 育 得 越 验 烈 ,对 

大 收成 的 损害 就 越 夫 。 当 小 奏 在 幼苗 阶段 中 感染 革 锈 病 时 ,产量 降低 了 
“97:4 儿 ,在 抽穗 阶段 染病 时 ,产量 降低 了 54.3 狗 ,在 天 花 阶 段 染 病 时 , Bu 
仅仅 降低 _ 2427 多。 生长 比较 落后 的 植株 , 染病 比较 续 烈 ,因此 , RAE 
KE, ARIE TE HEI IS, GS Ss BE ST 

| A eR, PG TL EIN. PEGI NS AGB ARE, FER 
FPR ELSAEIE T  y E, L, AR, A RS 

PRBE IA ETE KI EE, Oi, RE EI 
M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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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20° BOC 和 overoooooneoorrreeoivos 6-7 

FE 20°C Pifrreneeneeceecoreess covssnessssssensanecsscsnsesserss 9 天 

FE 15°C ooreoooccyainoooiv 13—15 天 

在 13°C Bifreveeveesvescnesenceseenssenvsenveessssscoesenessesssnes 15 天 

Ui BEA, 湾 伏 期 就 越 长 ;在 冬季 , 湾 伏 期 延长 到 好 到 个 月 。 秦 类 程 

锈病 菌 孢子 能 够 侵 染 小 麦 的 最 低温 度 是 5.5"C。 另 一 方面 ,在 2 一 375C 
的 温度 下 ,不 会 发 生 侵 染 ， 管 遇 度 在 上 述 两 年 温度 之 间 上 时 ; 途 染 的 程度 

BR, AU EA EEA, PL 
25, JCD LEE TAS» CAT ok 0G IE TCA 
件 .空气 的 相当 温度 越 低 ,露水 越 少 , WA GID BE LT 
龙 的 水 以 及 露水 和 老 ， 特 别 有 利 礁 锈病 的 侵 染 。 下 雨 促成 植株 较 多 染 
病 , TANG ROK) OF WO, SEB, AEN KA 
PAO A TE. TRS A, HB I BE RR TERR 
Sri Py BE, CLAY MOE RIT A). SAAB, BHAT 
ALICE! 3.5 ORME, PRR KR, ADR, day 
PRAEULIL AL WEIS, RAE AS IS ee ARE, 

FBAMEMHSS hi I, 应 当当 作 一 个 通 程 来 研究 。 
沙 个 通 程 是 从 植物 硼 织 感染 芙 菌 的 时 候 开 始 ， 到 植物 粗 猴 完 公 死 它 或 
部 共 死 此 的 时 候 烙 束 。 最 初 ,锈病 甚至 可 能 刺激 附近 的 植物 彰 胞 ;使 它 
们 将 得 较 多 的 营养 物质 : 这 一 点 是 芙 菌 所 必需 的 , SES HE 
好 地 发 育 。 正 因 乱 如 此 ,所 以 锈病 菌 孢 子 堆 附近 保存 着 烁 色 , 而 全 的 大 部 

FIVER EMHC. BA, 锈病 菌 孢子 堆 附近 的 革 整 个 部 从 都 被 利用 ，， 

SERA HHA SAG IAM, 过 一 点 已 经 被 很 多 观察 所 全 实 。 因 ” 

此 , 锈病 对 攻关 量 发 生 很 大 的 影 玫 : HPAES, eS 

能 够 同化 二 氧化 碳 。 在 锈病 传 做 得 特别 属 才 的 时 候 , PAE B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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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A AEHE IE , BEAL WEAR “SBERIIEE HR” 现象 。 蒸 腾 现 象 的 加 引 , 以 及 气孔 
正确 活动 的 破 境 ( 气 孔 大 部 分 时 间 保持 张 开 ), WERT SEROTEC 
SDE HL ERAGE AUER , 过 一 点 引起 碳水 化 合 物 消耗 的 增加 。 

PRR BT PA) >, PRLS, BERND BITE 
SAMI 51 ew Bl) 26 克 。 在 另 一 些 情形 下 , LATA 
失 是 在 5.4 多 Bl 23.7% 之 问 。 阿 穆 泵 的 白 穗 品 征 , 在 正常 的 年 份 中 , 千 
粒 重 是 23 一 32 克 。 在 锈病 传 仿 特 别 必 者 的 年 份 中 ,千粒重 减少 到 12 克 。 
就 是 说, 沽 少 1/2 一 2/3。 穗 中 的 静 粒 数目 由 大 感染 锈病 ,有 时 候 减 少 1/2 
一 3/5。 玫 粒 的 化 学 成 从 也 由 大 感染 锈病 而 发 生 帮 化: WRB EE Zh 
少 , 蛋 自持 的 百 耸 率 境 加 。 由 太 感 染 锈病 而 发 育 不 良 的 种 子 , BEA 
低 ,在 不 同 的 条件 下 ,发芽 率 降低 的 程度 不 同 ,一 一 降低 15-20% , 

评定 品种 抗 然 病 性 的 田间 方法 “在 不 同年 件 中 ， 锈 病 在 不 同 地 区 
内 传 集 的 情况 是 不 同 的 。 在 某 些 地 区 内 ,锈病 兹 乎 每 年 都 发 生 , 阔 且 发 
BORNE: 在 另 一 些 地 区 内 , 细 类 作物 则 不 常 感染 锈病 , 或 感染 的 程 
诬 较 轻 * 评 定 不 同 品 逢 抗 锈病 性 的 最 简单 和 从 确 的 方法 ,就 是 计算 过 些 
品种 的 威 病程 度 。 在 汉 征 情形 下 , 肉 当 计算 发 生 锈 病 小 疱 的 车 的 面积 的 

J 2 

10 % 

H25R: KREB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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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世 且 确定 抗 病 性 的 程度 。 乱 了 确定 抗 病 性 程度 ,可 以 探 用 丰 麦 ， 
品种 抗 病 性 的 等 级 制度 ,党 种 等 航 制 度 , PME ROR. 
SEA Vey, SUP AY PEGE LS A Ie FE SER 

FETE FASE ORE, AEE BS 4 HE APR SE SG I EH: 
LOA AA ARTF HE, FEHR JN ASE EC 
BEE AGE 1 3 狼 的 是 中 度 感染 锈病 的 植株 : LER 
Ais, PAIS LRRD, 四 周 的 粗 答 发 黄色 
ABBE. PEGG 2 RH RII: OTHERS, Mie 
MT BGEIE |, FEBBRIR AHO, AR OSL RSE SS, Eh 

FHEA RES AR BUG. PERI 1 MH EEE: FEE LR 
PEE pH FI THE, HOT YER AER A Be BO, WI Hh HS, 
TRAM. AEB 0 MOK, LARARAO RMT, © 
FARE HL (oe SSE, SER HN PS A ea : 

BY DAPI SGI 7} Hed TEBE I Pi BO ER SO BE, SE 
面 的 37% Zhi SEI TARY, 规定 篇 100 航 一 一 最 高 级 。 其 次 是 65， 
40, 25 和 10 $k, SAE HIE EH, SE 
By TTL, TE AT WFO THEA RE Ht HE, 
脸 委 员 会 探 用 另 一 种 计算 感 病程 度 的 等 级 制 ， 过 种 等 狼 制 是 植物 病理 
SRG AN. BUSSE, BSR Laer Re 
Fl Feat SURPRISE IE Oh Oy EE RY, BET GEREN EES, 
PETES MRR Hb, 要 检查 最 上 面 的 5 一 7 个 革 子 ,就 是 说 ,计算 和 
在 穗 下面 的 那些 革 子 , 从 过 些 计算 中 作出 一 个 平均 的 等 级 。 然 后 检查 同 

SFM ENG SET, SEL SAB RSE ML, 
HH Bie BSH REE AEE 

必须 注意 到 一 点, 在 若干 情形 下 ， Bectc MTA 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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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些 地 眉 可 能 戚 染 得 属 害 些 , 另 一 些 地 段 感染 得 少 些 。 各 个 个 别 地 段 

威 荣 锈病 程度 不 同 : 地 数 的 稍 高 稍 低 、 士 壤 或 前 作物 的 交替 、 士 壤 耕 作 

方式 的 稍微 不 同等 等 , 一 一 这 一 切 都 怠 烈 地 影 交 植物 感 桨 锈病 的 程度 。 

沽 此 ,不 可 以 仅仅 一 次 评定 品种 感染 锈病 的 程度 , 更 不 可 以 在 田地 的 某 

一 部 从 或 某 一 站 进行 。 应 党 在 田地 的 不 同 地 方 淮 行 评定 的 工作 , AB 

少 要 评定 2 一 3 次 。 

不 同 的 品种 感染 不 同 的 锈病 ,程度 非常 不 同 。 佛 明 在 哈里 科 夫 育种 

站 评定 各 个 不 同 品种 的 抗 锈 病 性 , 他 指出 : 切 季 乌 姆 111 感染 革 人 锈病 的 

FRESE 26.6%, PERLMAN 721 感染 华人 锈病 33.49。 其 他 的 品种 则 威 
Bese 60.4%, 

FEE FF AD, OK A A 71 感染 16.7 匈 ， 阿 里 比 杜 姆 721 威 

Be 20% , DA ME 111 感染 21.5 多 。 其 他 的 品种 则 感染 过 35.2% 

PAA TER EPA B) APE, FESS, KBE 274 感染 

4.9%, SRE Math i EH ee 41% , 

FBG AMR RE Hii, INABA: 在 教 德 

BE, 留 捷 斯 先 斯 62 感染 3.5% AN Ay — Be Hh A Se 35.7% 

小 奏 感 染 华 锈病 的 程度 是 从 2 一 5% (森林 草原 74) Bi) 67% ; TERE, 

WLS Te EFL GE 11.3% 到 48 和 多， 在 德 拉 波 沃 是 从 3.6% BI 59%, BM 

燕 奏 方面 ,在 哈里 科 夫 是 4.9% 到 68.7%，, 在 诺 索 夫 卡 是 从 2.5% 到 

68.8% 等 等 。 冬 小 麦 各 个 品种 的 染病 程度 和 童 量 , 可 从 下 才 中 看 出 来 。 

人 锈病 和 冬 小 奏 产量 

《基辅 省 的 森林 草原 上 的 平均 数 ，1938 年 ) 

i Mt | ， 妆 病 程度 (以 多 来 表示 ) | ， 产 ，， 量 (每 公顷 公所 ) 
抗 病 性 弱 的 | 

BEM G2 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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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 EB SER 1239 72 20.63 

PSE MY + Bete 2 - 46 

Tes VE aR AY 

留 捷 斯 先 斯 9 

基辅 良 卡 156 

2k He UF 14 , 17 | 

att DE EH os WM site BE BE 

CREBZI A Aa OB 1938 4e) 

it GORA) 

-qsaaq@ | 1935 年 | 1936 征 | 1937 征 | ope 
HR BREE Big 339 22.4 | 

ERD 53 5020: } 24.6 

哈里 科 夫 596 t, 25.6. | 

7 富 

HA Tia HA » IBLE IAS RE ES 5 FEAR AE SEBS din te MA 

天 。 

过 种 关 傈 可 以 从 下 列 的 春 料 看 出 来 。 

24_60| 24-62 | 24 430| 676 | 8 

我 们 看 出 ， 训 无 例外 的 ?在 不 施肥 的 条件 下 的 一 切 品 种 ， 染 病 的 各 

度 都 改 害 得 多 。 在 某 些 情形 下 ,播种 在 不 施肥 的 人 条件 下 的 植 栎 ;其 染 靖 

程度 比较 在 施肥 的 条件 下 多 到 3 倍 。 

播种 期 对 从 感染 锈病 的 百分率 也 有 影 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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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26 年 , 德 拉 波 夫 育种 站 在 小 亦 方 面 多 得 了 下 列 的 春 料 。 

播 种 日 期 |8 月 15 日 |8 月 20 日 | 8 月 25 日 | 8 月 30 日 | 995A | 9 月 15 日 | 9 月 20 日 

染病 的 百 分 奉 

可 是 ,染病 的 百分率 薄 不 是 在 一 切 的 情形 下 都 是 过 样 降低 的 。 在 若 

于 年 份 内 ， 糙 果 完 全 不 同 。 

“ 因 乱 早期 播种 的 冬 小 秦 ,一般 属 来 较 多 感染 锈病 ,所 以 可 以 探 用 时 

期 播种 ?来 繁殖 锈病 和 使 研究 的 品 征 染病 。 在 预定 来 研究 各 个 品种 的 抗 

锈病 性 的 地 段 上 ;比较 正常 播种 期 早 一 个 月 或 一 个 个 月 ?在 四 周 播种 某 

二 个 特别 容易 感染 锈病 的 冬小麦 品种 。 锈 病 就 在 这 块 田地 上 逐渐 繁殖 。 

党 各 咎 被 研究 的 品种 出 昔 时 ,锈病 就 传染 到 过 些 品 种 。 好 果 锈 病 在 自然 

人 条件 下 出 现 得 未 少 ; 那 未 ;就 可 以 用 人 工 的 方法 来 感染 过 块 地 段 : 喷 酒 

Fd FR Bi BOT SE A) SET 

AIR FOR TED eR IDOE I HR 

RABE FF ES » AE ARE oh BEDI EN TERA EB ETT ORS TE 

| THEMAARE FT VARA AT ORE, AT BEF WDE IE 

«CATER ASK MIE LA. FRED 

eS — = Ts 

1—2 pes LAGER, FOT-HY DAE BH AH I HF SEG oe BE 

的 20 一 一 30 3EF- LIRA, FUSES TETC TAK OK IN BN Ae 

是 0.5 一 1 Fp. HET ee TE ak Ps EEE LEBEN FEMME 

Sie HW BEES FI DE DER HP HH i ok TG >» RET 

合并 析 )3 把 感性 菠 拿 到 播种 地 上 用 水 冲淡 。 深 流 在 田地 上 喷洒 的 数量 

dF : 49:47) 150—200 平方 米 。 

NORE REAPER, AR BE, 

FA ELE , en EE Se AP ERY 12 一 15 天 进行 。 

刀 昌 桨 病 的 程度 很 属 害 , 华 子 可 能 完全 赣 枯 那 未 ， 就 必须 稍微 早 些 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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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计 算 。 秦 关 程 人 锈病 的 计算 可 以 在 旺 邯 期 内 和 进行 。 

应 管 记 得 ,一 切 种 类 的 锈病 都 有 很 多 的 生理 小 种 。 篇 了 更 精 砍 地 许 

定 品种 的 抗 锈病 性 ， 最 正太 的 方法 败 当 是 研究 品种 对 芯 每 一 个 别 生理 ， 
小 种 的 抗 病 性 。 

在 温室 中 评定 品种 的 抗 狼 病 性 , 是 非常 适当 的 。 可 是 不 应 当 忘 记 ， 
植物 的 发 育 休 件 以 及 锈病 的 不 同 小 种 的 传 信条 件 ， 在 温室 中 有 时 候 是 

与 田间 人 条件 非 常 不 同 的 。 如 果 不 充 修 注 意 到 这些 人 条件, 在 田间 人 条件 下 和 

在 温室 条件 下 评定 品种 的 粘 果 , 就 常常 发 生 很 大 的 从此 。 

人 篇 了 人 确定 品种 的 抗 狼 病 性 ,也 可 以 探 用 地 理学 播种 法 。 在 态 联 的 卉 

内 , 永 带 可 以 找到 一 些 地 区 , 这些 地 区 每 年 感染 锈病 都 相当 属 害 ; 在 一 

些 地 区 内 ,可 能 仅仅 药 锈 病 出 现 得 特别 属 雪 (例如 禹 克 兰 的 右岸 地 区 ); 
而 在 另 一 些 地 区 内 , 则 亚 类 人 条 人 锈 病 和 亚 类 各 锈病 都 很 属 害 (例如 北 高 加 

索 的 若干 地 区 )。 如 果 所 研究 的 品种 是 在 过 些 地 区 内 播种 ; 那 未 在 自然 
条件 下 , 过 个 品种 将 仅仅 很 属 害 地 感染 该 地 区 所 有 的 锈病 小 种 。 和 过 个 方 

法 可 能 兰 生 很 好 的 和 结果。 但 是 不 应 当 启 记 , 在 不 同 的 地 区 内 可 能 有 不 同 
的 生理 小 种 ; 如 果 一 个 品种 能 抵抗 一 个 生理 小 种 , 那 未 它 可 能 不 能 托 搞 
另 一 个 生理 小 种 。 只 有 在 利用 策 粹 的 生理 小 种 时 ,就 是 倍 , 只 有 在 探 用 
人 工 感染 法 时 ,才能 饮 最 正确 和 完全 地 评定 品种 。 

3. 秦 类 和 白粉 病 (Erysiphe graminis de Candolle) 

苏联 的 一 切 主 要 的 细 类 作物 Cb ES BIS KS, EE) 都 会 感染 帮 
类 白粉 病 。 此 外 , 过 种 病害 也 在 很 多 章 类 上 发 现 ,特别 是 豆 科 收 章 。 麦 类 

”白粉 病菌 是 专 性 寄生 物 。 过 种 美 菌 具有 高 度 的 专 化 性 。 侵 染 小 麦 的 自 粉 
AEF) A, MARAE, 反之 也 是 一 样 ; 只 有 当 植 物 的 表皮 层 受 

到 损害 时 ,才能 感染 过 种 病害 。 过 种 病害 发 展 的 最 有 利 人 条 件 , 是 充分 的 

罕 纹 湿度， 特别 是 有 露水 和 老 的 条件 。 大 十 会 把 寄生 物 的 分 生 驳 子 冲 

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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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因而 阻止 病害 的 德 染 。 在 温室 内 , 感 桨 后 猎 过 5 天 ,染病 现象 就 非 党 
清楚 ; EME 8 天 ,就 可 以 非常 准确 地 证 定 染病 程度 。 

芙 菌 仅 仅 在 人 的 表面 发 育 ,不 会 食 入 内 部 的 钥 线 。 在 感染 病害 时 形 
成 着 一 些 自 色 的 菌 灯 ,这些 菌 桩 像 粉 一 楼 地 鞋 着 植物 的 鞋 ,因此 过 种 病 

“ 才 叫 币 麦 类 白粉 病 。 过 种 病害 在 春季 相当 早 的 时 候 就 开始 传 伤 。 过 征 寄 
生物 所 引起 的 损害 如 何 , 还 很 少 被 研究 出 来 。 但 是 有 人 认 篇 , 奏 类 白粉 

病 会 使 产量 至 少 降低 10%, RIOR RE, 同化 作用 的 怠 度 因 而 降 

” 低 。 共 腾 作用 的 头 度 题 著 地 增加 。 由 共 过 一 切 ,植物 通 早 成 熟 , 所 类 的 才 

FAILS Saha FFE EHO FE 6 一 27" He PD ES. 

PBF WE EH 20°C 稍微 高 些 。 植 株 的 年 蔡 越 大 , Bsa BI GAY 

Bit Dies, 

fe SAA LGA os BRA A, BAO Ps 

MF, CRPMER LARA EAA. 46 1 一 

— 20°C HOUR ETS, S24 I PSA MOT TES. 

EHS So eT A at BIE PZB Fh 

FARA AA aH. ET — ai SE A 2 2s a A Ld 

|, BATE BRAM RPA eK, BS TET. 
TE, WAV ARE RES . AEA BHAT @ EAE Ede Ee, ART 

“的 生理 小 种 可 能 形成。 

| 

Aram te SAE PEA A AR EE PP Ese I ERS, ERIE BITS 

Ts CC CCS EES SCORE aU crT 
种 ， 到 染病 很 局 害 的 品种 ‘ 以 及 一 些 中 半 钴 型 。 

无 论 在 苏联 和 在 外 国都 有 很 多 能 够 抵抗 奏 类 白粉 病 的 大 奏 和 小 帮 

ih, GE AB OAR, PORE aR, TE PERRY DAE 

BERD AIS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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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OR PATEL ACHE 

REBEL, AGRE eRS eS ee 

ESR BL | 
4. K2Es55 (Helminthosporium gramineum Rabb) 

FER, 大秦 条 较 病 具 有 最 大 的 意义 。 在 西欧 和 美洲 , 最 重要 的 则 

”是 块 斑 病 (Helminthosporium sativum) , 侮 联 也 发 生 二 种 病 。 过 种 病害 

Fie EL a ELS ES gE AT HG EE, AE EP FE EAE, BE 

SEIS BU AE YEA.) BE, RFU, FEI GAD, 染病 植株 的 革 

上 出 现 了 浅黄 色 的 长 的 条 较 。 和 后 来 , SAE Re , Se, BE 

的 同化 玫 面 减少 , 植物 的 发 育 受 到 妨 厂 , 最 谷 , 革 就 死 它 党 感染 过 种 病 

APES, REE, ERE AR, 侧 攻 则 完全 不 抽穗; 党 
植株 桨 病 非常 属 害 时 , 完全 不 车 种 子 。 | 

SLICE HEA RUBE, WED LER, Benes 

保存 2 一 6 4, MAAS, FELEEA TH. DEMS AE 

4°—20°C 的 温度 下 发 芽 。 菌 烷 体 在 3°—32°C HOUR EE PAE. AEM 

(10, —20°C) SWAB, 威 染 和 这 种 病 特 别 属 害 。 划 种 美 菌 可 以 在 人 工 

培养 基 中 培养 。 

进行 人 工 感染 的 方法 有 很 多 种 , 可 以 藉 助 藉 毛 笔 或 注射 器 , 在 开花 

期 内 把 乾燥 准 状 的 孢子 (或 牙 生 孢子 的 县 渴 波 ) 传 迁 到 柱头 上 ,可 是 在 

探 用 这 种 人 工 感 染 法 时 , 子 房 常常 死亡 ; 在 子 房 内 发 青 的 芙 菌 使 子 丽 死 

它 。 可 以 把 牙 生 孢子 喷射 在 人 上 。 但 是 在 探 用 过 种 人 工 感 桨 法 时 ;页 能 

够 形成 个 别 的 斑 黑 ,; SE MCE i CEEOL BE BESET 
品种 的 染病 程度 的 工作 成 仿 不 可 能 。 

探 用 孢子 感染 法 时 , 可 以 把 共生 孢子 放 在 除去 访 颖 的 续 粒 上 。 先 使 

裔 粒 在 黑 瞄 中 和 20*C 的 温度 下 发 芽 ; 在 芽 出 现 以 和 后, DER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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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T 16 尾 期 ,就 得 到 完全 可 靠 和 和 良好 的 烙 果 。 各 个 品种 
染病 的 程度 开始 不 同 。 也 可 以 用 菌 煌 体 来 侵 染 琐 粒 : 进行 过 种 途 染 时 ， 
CRAMER RE BSI (RIE) 中 的 培养 菌株 体 混合 站 
来 ,区 在 最 适宜 的 3° —8°C 的 温度 下 。 
FERRE 4 一 6 星期 ,就 出 现 非常 显著 的 情况 。 最 好 把 菌 粽 体 

培养 在 一 颗 沟 通 减 菌 的 毅 混 的 小 麦 盯 粒 上 ， 把 它 放 在 其 他 没有 除去 访 
AOR. 感染 的 情况 发 展 得 相当 快 ， 可 以 不 必 除 去 以 颖 ,就 把 才 粒 
放 在 牙 生 孢子 的 巍 汤 液 中 (所 用 的 溶液 是 1 多 的 蔗糖 溶液 ), 或 放 在 奏 芽 
PERTH , 温度 是 18 "一 20"C。 肯 粒 必须 放 在 乾燥 器 内 。 然 后 把 乾燥 器 内 
的 空气 手册 ,连同 在 访 颖 和 肯 粒 之 问 的 空气 一 着 抽出 。 在 和 过 征 情 形 下 ， 
政 生 驳 子 是 渴 液 就 到 奸 一 切 的 地 方 ,包括 访 颖 与 才 粒 之 间 的 地 方 -把 吉 
BURP LE 25°—28°C 的 温度 和 90—100% 的 空气 瀑 度 下 2 HK, hE 
FRARBGA MARIS. UR, RAAT VIG, 然后 观 侍 植物 进一步 

”表现 的 情况 ;或 者 使 用 粒 稍 微 乾燥 , VRAA LRA, 

人 

寄 符 物 至 少 有 20 个 生理 小 萎 。 生 理 小 种 的 数目 现在 膛 没有 准确 地 确定 。 
完 公 抵抗 这 种 病害 的 品种 , 现在 还 没有 被 发 现 , 但 是 有 一 些 品种 从 

仅 很 弃 微 地 感染 演 种 病害 。 抗 沉 性 最 苯 的 大 雁 品 种 是 艾 列 克 吐 姆 。 在 雇 
Wi AE EE, 抗 病 性 最 统 的 是 郭 泵 希 库 姆 品种 , 以 及 一 些 新 的 育 
成 品种 .必须 指出 很 多 新 的 至 成 品种 最 初 常常 被 训 需 是 抗 病 性 天 的 ; 
但 是 父 来 滨 些 品种 推广 到 生产 中 ,站 旦 估 了 相当 大 的 播种 面积 时 , 它 个 
就 发 符 感 染病 害 的 现象 过 种 现象 可 以 这 样 来 解释 :从前 不 大 传 伤 的 革 
一 个 新 的 生理 小 征 , 现在 开始 传 伤 。 

(5. 黑 穗 病 及 评定 品种 抗 黑 重病 性 的 方法 

1 产量 由 从 感染 黑 重病 而 减少 “ 融 类 作物 由 大 感染 不 同 种 的 黑 穗 
病 ,音量 减少 得 很 属 害 。 由 太 当 种 子 不 断 进 行 消毒 , Bk 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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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 涿 渐 降低 ,但 是 过 个 百 共 率 直到 现在 仍然 很 高 .不 同 作物 在 不 同年 份 
内 的 染病 百 苏 率 , 有 时 候 和 要 动 相当 大 。 哈 里 科 夫 省 各 种 肯 类 作物 感染 黑 
重病 的 百分率 ，1920 年 到 1933 年 的 平均 数 如 下 : 冬小麦 是 1.4 狠 , 春 

Jp IEF 8.5% , ABEL 2.9%, HAL 8.1%, BYE I.4%, HERMES 
BIE AON, E1931 年 到 1933 年 的 期 间 内 ， CRATE 
观 粒 产量 的 损失 ,每 年 就 过 到 2,000,000 一 3,500,000 公 担 .显然 的 , 放 
是 因 篱 在 消毒 时 没有 服 格 笨 守 一 切 的 规则 ,一 部 牙 惩 子 材料 (或 者 是 十 
HERE A) WAT IE DIA. 

Jp Ae GANESH FO, eT ERY ORL SE, SEAT DEES 
AS FRA DLP BHO TT, Fe RL AT DE EE EARS, FS 

子 在 土壤 中 能 够 在 一 定 的 时 间 内 保存 自己 的 生活 能 力 。 
品种 和 黑 种 病 ， 防治 黑 穗 病 最 根本 的 方法 ， 就 是 青 成 能 抗 黑 穗 病 

的 品种 。 兽 联 已 经 有 芝 样 的 品种 。 但 是 现在 仍然 有 一 些 在 极 不 同 的 释 度 
-上 威 荣 黑 穗 病 的 品 逢 。 乱 了 证 实生 一 点 ,我 们 将 至 出 若 二 例子。 根据 佛 
明 的 奏 料 ,各 个 春 小 寿 品种 在 哈里 科 夫 吾 种 站 人 工 感染 的 条件 下 ,感染 
Jp ZEMAN PERRIS BS FEE, 是 0 一 :95 % ; ALE I AB, TE bil BE FH 3 

殉 , 品 种 的 染 渍 程度 是 5.6 一 50 允 。 过 个 地 方 疫 有 不 染病 的 品种 ,是 因 乱 

过 囊 所 研究 的 品种 还 不 多 。 各 个 冬 小 奏 品种 在 哈里 科 夫 站 的 人 工 感染 

条件 下 感染 小 雁 网 胆 黑 重病 的 程度 是 1.3 一 ?4 多 ;在 阿尔 希 莫 夫 斯 克 是 

4.4 —30.5% ; 在 教 德 茵 省 是 5.6 一 32.4 多 。 各 个 春 小 奏 品种 在 哈里 科 夫 、 

硼 种 站 (在 人 工 感染 条 件 下 ) 感染 散 票 穗 病 的 程度 是 45.2% TEA 
感染 的 条 件 下 , 感染 散 黑 重病 的 程度 小 得 多 , 在 哈里 科 夫 站 , Hebe 
侵 染 的 不 超 允 3%。 各 个 冬 小 秦 品 种 在 人 工 感染 人 条件 下 ,感染 散 黑 重病 
的 程度 是 0 一 76% , 燕 奏 感染 坚 黑 重病 是 从 不 满 1% 到 了 1 多 从 以 上 所 
引 误 的 事 舍 可 以 看 出 ,各 个 不 同 品种 的 染病 程度 ,不 论 在 自然 感染 和 在 . 



第 一 篇 “第 五 次 ”评定 青 种 材料 的 方 共 
289 

ATIVE K , BBP. 
BRR LHB MNT, Ti BREE 

Hin, AOE CALE RRA IER, WRT RE, 
PR LAA RATE A. 

Pa Ces Pa ae ale ben tea eee ee 
TS MRIS), 或 甚至 使 整个 植株 完全 死亡 。 必 须 注 
EB), AIRE, 大 欧 含有 8,000,000 个 抱 子 。 昧 
RI BAAR RSP, TERY BME OTK, SEAT 
PREZ, OAS, TRIOS A Hn PY, ESSE 
航 取 警 养 牺 痪 。 菌 株 体 在 寄主 的 彰 胞 内 发 育 了 一 定 的 时 期 以 和 后， 就 从 
蔓 , 形 成 苑 子 y 最 彻 ; 黑 穗 病菌 在 尖 主 植物 上 所 引起 的 损害 很 小 ,外 玫 上 
帝 季 未 册 现 在 何 的 微 状 。 当 孢子 形成 的 时 候 ,情况 就 发 生 帮 化 : IPR 
拒 了 小 麦 和 其 他 有 惩 作物 的 穗 的 大 部 分 正常 的 组 答 。 形 成 了 火 量 的 欧 

。 子 , 苑 子 的 形状 像 黑 色 的 能 污 物 体 。 秋 助 关 过 些 孢子 , te ta ae 
RARER gk BS 
BORIS HOF EE AG SS WLI, Es, Ha, AB 

HER, HAR BAHT HAD AM, BARTS. HE 

SR VOT ARTE TEZORL , — TRL BUET REG BS (eae rh PAB BO 
PIA HS WE, 才 散 出 来 直到 适时 候 , 孢 子 才 像 黑 是 团 似 的 散 出 来 .在 打 
Meigs Ke, 苑 子 很 容易 飞散 到 很 速 的 地 方 。 在 打 肯 的 一 星期 内 ,在 一 他 
米 的 各 不 可 以 在 6.5 平方 厘米 的 表面 上 收集 10, 000 个 苞 子 以 上 。 若 干 
pp ty BRTOG LITER, ROE LMU Bk. AALS 
is, 38 Eva wT ALTO T-NORM. 

| RAPHY TOT-TE OG HUE A TE METS ED, “hI 
Pls AU AEE LS TUT, 能够 活 到 12 4 LEE RNY UAE, S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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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 病菌 能 够 充 牙 抵抗 晟 塞 的 作用 。 散 黑 穗 病 的 孢子 保存 自己 的 生活 能 

力 的 时 间 较 短 。 在 这 一 方面 路 然 没 有 进行 过 长 期 的 试验 ; 但 是 可 以 确 

定 , 散 黑 穗 病 的 孢子 在 保藏 10 个 月 以 后, 其 致 病 性 也 像 刚 刚 成 熟 的 独子 - 

那样 天 。 甚 至 通过 了 动物 (特别 是 猪 ) 的 消化 器 官 合 的 孢子 ， 也 能 够 部 牙 

地 保存 自己 的 生活 能 力 。 

AERA HOLES, RRR 

Be TESLA , SRO, — EE TELE, WORE AT DA Ds REE 
Hh, FoF el Seen te — te, FOF-TE BE ESE BD EF, she 

HIZESE IL SRE, SEES AHO RN, BIS ROE RS, BE 

SHEER. PBMAB EBS BY EE I. ET 

BSP Hy EE PD, LER HA Py ABS AG BE FPS, FE 

— FNS EAE TE EESA_L. FOE SF, HE A ES 

FR BS — Ee, BRITE SE i EF BC th, POETS Rk 

WAR RE, TELE ORIAE SE, EAPO ERT we, BOS 

乎 完全 正常 。 直 到 第 二 代 抽 穗 以 后 ,才能 发 现 敲 植株 已 经 感染 票 穗 病 5 

外 界 环境 对 故 感 染 黑 穗 病 的 百 牙 达 的 高 低 , 发 生 很 大 的 影响 。 对 不 

同 播种 时 间 的 植株 进行 观 窗 ， 发 现 : 在 相当 温 喉 的 气候 下 播种 的 冬 小 

2, PER, 较 早 期 播种 的 冬小麦 , 完全 不 会 感染 黑 穗 病 , 或 感染 得 很 

iS, WIGS SRLS, 就 是 说 , 种子 发 芽 的 时 候 温 度 低 些 ; 染病 的 再 从 
SE LION IS SAU RI eB OE 

A ORB BR i: is ag eee 率 

种 子 径 过 消毒 的 | ,年 子 未 径 诊 毒 的 ,站 
10 月 11 日 | 
10215 
11108 
11228 
25108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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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增加 , SAAT) CAGE Oe BR 
EEE SNS RN 2 WEL. shee 1 

2.5 °C 的 温度 下 开 妈 发芽, 但 是 发 育 得 很 慢 ,在 25°C 的 温度 下 , SESEIE 
MK HAE OTE 5*C 以 上 的 温度 下 就 开始 活动 ,但 是 它们 
FE 16°—18°C 的 温度 下 才能 够 最 好 地 发 将。 在 8°—10°C 的 温度 下 ,小 
麦 发 寿 仍 然 很 慢 , 但 是 黑 重病 的 孢子 在 这 种 温度 下 却 生 长 得 很 迅速 。 黑 

Hie PAA SEE A TEE ESE ROL, FHM SRE, SEIS} 
ZAHER, TM CERERYO. PE LEES HOUR BER, -b Zeng SESE LE 

PAHS Bi ESE ANSE PF RS, PTE Lee OGLE, 2b Se 

GS FIFA Lik S , WHHL, 

OEE ON HOF hy S > RS DE 

= BB WA oS SB 

42.9 87.3 1:30365 1 (3 BL HIT- 
37.3 ‘ 比 80 份 种 子 (按照 重量 计 
22.3 算 ) 
10.0 
7.8 

种子 的 播种 深度 双 帮 植株 的 染病 程度 也 有 影响 。 种 子 播 逢 得 越 深 
桨 病 的 植株 就 越 多 。 当 种 子 的 播种 深度 是 1 RRS, A ABOARD Be 
逢 染病 的 百 苍 这 平均 是 12.1%; 播种 深度 是 4 厘米 时 , HUE 
37: 9% 5 HOLE BEE 7 厘米 时 ,染病 百 牙 率 迷 76 多 。 硕 粒 小 帮 染 病 的 百 
牙 率 也 相应 地 增加 。 

ANGE SHC, EAI TFA AY AEE LE SIE BEA BL 
_ eA ARNE AAI HOS OBER, A ESET A HOR CB 
S PERT TS, 土壤 将 乾燥 , 那 未 , A ee RR OTOP 

RAE EK» Me ELIE SRPLEUA DI SLE: ye IESE ER 

SRST T-RRING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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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孢子 还 常 在 3 一 上 天 和 后 就 发 芽 。 

染病 百分率 与 播 征 期 的 关 傈 

mR ye MM hy AR Ow WD AA (1932 #) 

HSE 274 

AEH 721 

HAGE 341 

SEAR E AE BAe) Sy th BA 
M0, ESRB AR BoP  , AE REP 
FRA, 混 度 的 影响 是 与 温度 的 影响 有 关 的 : 9° 12°C. 的 低温 和 
22% 的 瀑 度 ,使 染病 的 程度 特别 属 害 ,染病 百 牙 这 如 90%, 

2H EE FIER E BEE SE 

+ #iG 
(SE) 

| 17°—25° 

| 17°—25° 

25°—38° 

25°—38° 

| 95°38° 

25° —38° 

HOS EE RGN AE: SERRE RDI 
料 的 影响 下 发 育 得 比较 迅速 。 

ABE FOUR VEEP NDC, MART SP 
低 ,也 发 生 很 大 的 影响 。 从 下 面 引 冲 的 才 中 可 以 看 出 同一 个 品种 ,例如 ， 
RA LEAK ORME HS 614 品种 ,在 1931 年 完全 不 染病 ;而 在 1930 年 染病 的 
Bi 728 80.8% ,1989 年 是 2.9%6 ,1928 EH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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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i 

AS lel pi 8 FEA TF] SED VS SIS SPAS 

19294 1980.42 193 146 

HG 620 

tithe 630 

SGN 122 

scabies 614 
软 粒 小 帮 

Feige 274 

HERE 62 
Sr GEGE 640 

weve 721 

ERIE, BS 

病菌 也 有 生理 小 年 ， 过 些小 

PE BIA AY om EE I 

Hoe, BAA me 

染 了 走 源 不 同 的 墨 穗 病 时 ， 

演 些 品种 感染 的 程度 都 不 

fl, AHMAR 

Fe WT I FP ASE 40 % B11 7% » 

5a — BEDE AE AS HE 

Km, AmA—-AmBARA 

同 的 地 理 小 种 的 反应 却 完 全 

— ko 

评定 品种 抗 黑 穗 病 性 

全 可 | 

BERL BE ee 

| 
/ 

} 

第 26 画 : 用 人 工 的 方法 使 个 别 的 花 感染 散 黑 
方法 “人工 感 染 网 腥 黑 穗 病 重病 的 孢子 (用 毛笔 ) 



294 田 癌 作物 青 种 学 及 种 子 繁 殖 学 
一 一 一 一 

的 方法 非常 简单 ,一 切 育 种 站 都 能 够 探 用 。 从 所 研究 的 品种 的 全 部 种 子 

中 反 出 100 一 200 粒 种 子 , 把 过 些 种 子 与 黑 重病 孢子 小 心地 混和 起 来 ( 例 

如 把 它们 放 在 小 负 中 加 以 持 动 )。 把 沾染 孢子 的 种 子 放 在 萄 包 中 ; 保存 

到 播种 的 时 候 。 在 春季 播种 , 肉 当 仅 可 能 早 些 , 才 能 够 利用 较 低 的 土壤 

温度 和 空气 温度 。 征 子 要 仅 可 能 播种 得 深 些 (AY 6 一 7 DK), BS 

样 会 促使 植株 染病 得 较 属 需 。 在 收 稳 知 ,要 把 所 收 的 东西 加 以 修 析 , 旗 

算出 病 穗 或 病 株 的 百 从 率 。 有 一 些 穗 或 植株 永 束 是 不 染病 的 。 

在 应 用 亲 交 法 培育 抗 细 胆 黑 重病 的 品种 时 ， 末 种 第 二 代 的 一 切 种 

子 都 要 沾 桨 孢子 。 必 须 仅仅 从 完全 健康 的 植株 上 收 柴 种 子 来 作 浊 一 步 

FERS JA WSS BE TSE 2 一 3 年 ,就 可 以 确信 ;以 后 各 代 的 植株 将 

完全 是 抗 秽 腥 景 午 病 的 植株 。 因 篇 过 项 工作 是 在 人 工 感染 抱 子 的 人 条件 

第 27 图 : 用 人 工 的 方法 使 个 别 的 花 感染 散 黑 重病 的 孢子 (用 合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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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8 hs ALAC Ay BEACUSE RSENS) 

RIE, BUER, CES MR OO IE Ie tT 
的 ,所 以 题 然 的 ， SEAR E NE, 每 粒 种 子 可 能 感染 的 孢子 将 
少 得 多 , 过 些 种 子 优 痊 在 什么 时 候 将 仍然 是 健康 的 。 

人 工 感 染 散 黑 重病 的 方法 比较 复杂 得 多 ,而 且 有 各 种 不 同 的 方法 。 
。 最 完善 的 方法 ， 就 是 把 每 一 个 个 别 的 花 都 用 一 定数 量 的 乾燥 抱 子 加 以 
”让 染 。 沾 妆 散 黑 穗 病 孢 子 的 最 适当 时 间 , 是 从 鼓 品种 开始 开花 到 大 量 开 

花 的 时 期 。 在 比较 早 的 时 候 沾染 孢子 ,技术 上 困 订 得 多 , 因 移 花 的 一 切 
部 区 比较 芭 嫩 和 微小 , 花 本 身 漫 紧 黎 地 于 合 着 。 在 开花 的 末期 和 在 以 后 

。 药 时 期 内 淮 行 沾 娄 的 工作 ,工作 效率 将 小 得 多 。 可 以 用 毛笔 或 钢 子 来 沿 
S 菜 苑 巴 毛 全 和 甸 子 询 当 在 沾染 工作 以 前 才 沾 上 孢子 ;也 可 以 藉 助 共 下 
PYRE CFA ERIE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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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AA CAE ee 
穗 病 的 约 子 (用 园 简 感染 法 ) 

eee eS 

INE DAZE eK BAEZ 

和 植株 都 感染 孢子 ， 那 末 每 

一 采花 个 别 感染 的 方法 将 使 

人 力 消耗 遇 多 。 适 时候， 可 
以 探 用 整个 穗 同 时 感染 的 方 
BT 3S — Bh Te 
SRS NORA TERA BAR LB 
Pky BEAR RF Buk ae 
把 孢子 吹 到 试验 的 穗 上 。 有 
HR BT wees NHI 
入 花 的 内 部 ， 应 当 把 穗 加 以 
和 初 步 的 看 理 ， 把 内 外 简 的 上 
Sa BY He BY AEE Hy mS RE HE 
剪 去 内 外 释 时 ， 最 重要 的 是 
要 使 每 一 菜花 的 上 端 都 有 一 
TAA WARES CEFF RE WE 

BE AEN; 需 了 使 
TOE RH, AGERE 
Wy ATT RIE HE Bet 

— Fi Be PS 5k BEE AAS BR FG fs) SG Ta ET 

LE: HE — es a CE TE BBE EF} 0 DAE 

BY ABS tl, TERR A esa > eT — SES 

Ai 9 FC TS VE es EE EE A — (TE |: Pek DT 9 A IG BS 

Ft — HEHE) TT} FOF hs HI RL AR PETE a BO 

Ta BE He ASE SR FFB a Bw a Be Hr HET AS 



, i 

es a 

we 

第 一 篇 ， 第 五 章 ， 评 定 育种 材料 的 方法 297 

“如 果 必 须 使 很 大 量 的 植株 感染 孢子 ， 可 以 探 用 使 整个 地 段 染 病 的 

方法 。 需 了 过 一 点 ;应 当 拿 着 克 束 病 穗 走 通过 块 维 备 威 染 的 地 段 , 每 日 
SX, fib SS HLS, GE 1 一 2 步 就 把 过 些 病 穗 互相 播 整 。 孢 子 

就 散 出 成 寺 露 状 逐 渐 降 落 在 附近 的 植株 上 。 如 果 有 把 ?即使 是 很 轻微 
的 大 ,就 必须 从 风 吹 来 的 那 一 方面 走 明 该 地 段 。 如 果 地 段 很 大 仅仅 沿 

EEG, 必须 在 大 狗 每 隔 2 米 的 地 方 走 表 一次。 有 时 候 ， 
工作 者 不 必 走 过 田间 ,而 在 田间 总 立 一 些 柱子 ,柱子 上 酸 着 一 束 感 染 黑 

秆 病 的 奏 穗 。 质 吹 动 各 束 奏 穗 ,使 麦 穗 播 击 戎 柱子 ,孢子 因而 传 伤 。 墨 穗 

病 孢 子 将 分 散 ; 被 大 吹 动 落 在 举 伪 破 俐 染 的 地 段 的 植株 上 。 

每 能 花 个 别 感染 的 方法 ,效率 最 高 ;每 个 穗 感染 的 方法 ;效率 较 低 ; 

整个 田地 感染 的 方法 ,效率 更 低 。 在 探 用 最 后 一 种 方法 时 ,染病 植株 的 百 
FRAC He FHE BI) 109。 HERE MM EMH, FAAS 40 一 

50 和 ;有 时候 更 高 。 在 探 用 每 驼 花 个 别 感染 时 , 百 从 率 提 高 到 80—90 % , 

如 果 不 探 用 票 重病 人 工 感染 法 时 ， 那 未 可 以 计算 在 自然 条件 下 染 

第 30 圆 : 用 人 工 的 方法 使 整个 育种 播种 田地 感染 裸 黑 穗 病 的 孢子 (用 田间 感染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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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病 植 株 的 数目 .可 以 在 整个 小 区 上 计算 染病 植株 和 健康 植株 的 数目 ,或 
者 从 小 区 的 各 个 不 同 部 牙 取 出 一 些 样品 来 计算 :把 过 些 样品 加 以 牙 析 ， 
过 柑 就 可 以 确定 感染 某 种 黑 重病 的 植株 的 百 牙 率 。 : 

”第 四 节 ”品种 对 於 害 旺 的 抵抗 力 

1 ae 
害 串 所 引起 的 损失 “不 同 的 昆 患 在 很 多 情形 下 篇 农 作物 带 来 很 大 

的 损害 。 在 世 联 , 昆 吕 所 引起 的 损失 极 大 。 公公 蝗 串 一 项 在 各 个 不 同 的 
年 份 内 就 已 经 使 100,000 一 500,000 A. UA BRR ey Pa SME BE 
章 原 蝇 (Loxostege sticticalis) 有 时 候 在 数 十 个 省 份 内 大 量 传 做 。 切 各 串 
(Agrotis segetum) 有 时 候 也 消减 和 损害 极 大 面积 的 作物 。 在 沙皇 俄国 ， 

各 种 不 同 的 昆 号 所 引起 的 平均 损失 , 每 年 过 1,500,000,000 J Ai; CEE 

联 , 在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的 期 间 内 , 这 项 损失 也 稍微 超过 900,000,000 在 

Ai. HLA DB, 客 吕 所 引起 的 损失 是 很 大 的 ,需要 用 一 切 可 

能 的 方法 来 与 它 作 站 等 。 

品种 和 害 哈 ”除了 直接 防治 害 吕 的 方法 以 外 ， 青 成 比较 能 够 抵抗 

每 种 害 中 的 品种 ,是 最 重要 的 任务 之 一 。 必 须 注意 到 , CABRERA 

有 一 些 害 中 是 多 主 寄生 的 (多 食性 的 ), SEE BEBE BRS, 没有 特 

殊 的 泪 择 能 力 。 它 们 不 但 损害 某 一 种 作物 的 各 个 不 同 品种 ,而且 也 损害 

SPEAR ARM ei, BERT eA MR, 它们 就 

Ne: ip A eR , LIGA A AE, BA ET 

aS Hy PEAR SES FE PENG ELSES, BPR LAT HEY. Ee ANS 

BRAT Sieh HOSEL, 它们 或 者 仅仅 损害 某 一 种 作物 , I SE HE 

彼此 比 过 近 烁 的 作物 。 仅 仅 损 害 一 征 作 物 的 宪 呈 叫做 单 食性 震 囊 。 威 桨 

兹 种 作物 的 那 一 类 中 间 性 嘎 赋 ,叫做 寒食 性 害 吉 。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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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 RO OO OO OO Oe 

BSS WB, OLAS AK IE EE 

SWI, BBA 9 TEEPE SIA Bh BET HS ST EA, 应当 

Sa ERA ARO AHE DCE ANS VEPE BK ERAMORCB BRED 

Ay K REI FE BM Fy Soe ETS AS AA PEE HE PEE PE BD, KORY 

FETE 300 NN; FAAS HEI ERE HERE 3 一 4 代 , 所 以 1 Sede ee 

ZY, HEHE: 9,000,000 4 He 4K, EMEC AS I BN — RA 3 HE 

FEM AEE SFB EH We i — BG HS, 5 PE ED 

TE BAY A Ee EY 5 HBR PTE ER A EE 

SPAGE D5 GRAMEE MESES NGE TY. OT LRH TE RET EE PVE 

$i te AES RL. 1 A ASE PD EE 

BARE BCMA, AE LRAT Ea AH 

THEE, FESR TRA GR EERS MEN, hae 

AVG Sh PSE A Se PE VER IEE » LESS DRE SE Fe RRR GE OE IL BES, BME BE 

SBE SE AEE Dy, ETT HHS EH HAE EY 5 
py AIEEE BHA I BE HA A AY HP 

2. BEFehi (Mayetiola destructor Say) 

SSM AMER PULLER EY EE 2.59. 
Jk 5 HERE LEDAT SL RCA HOE, TERRA INED IS» SORE AT 
FORBES HEAR: RACK AR TERED AT A» A 
EE a i REA ae UID eer Coneia ieee ce ae 
OWE FERRERO RET LARPS LR, TRAE CERE HIE 4 AE) Sr 
HAS PRABICIS BR, FEE HA JEM 5 一 7 天 ;它们 在 被 损害 
欧 秒 本 科 植 物 的 华 片 的 上 表面 产 卵 。 麦 穆 晶 比较 喜欢 在 小 麦 植株 上 兰 
SERGE IP PER OR ENGL ke ASE ARE 200 一 250 FID, ee AAAI 

— RBI ARENA oh LRA AAR IA AV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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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E PSE EE BL EELS AD ARE ER 

ABE HED AE, ARMA BOE, MG 4 一 7 天 和 后 ,如 果 休 件 有 

Fl, SR RIEL ES Sh a, yah PERE TT A SEA, BEY EZ} CE 

节 附 近 ), 3 EL BARRO FRR NY TPR ESE. RS EE ii TEA SES 

FEE ASHER, AN FRB Rt AEM MERE. aE, 

WHERE RGR, RITE. ARSE RA 

BE LTR, (LIE CS RR, TBE KAI BRO. 秋季 

HEARSE FE ES Ee (ey BH SR OH HH 
DENSE AGMA MEO MAMAN, APRME 

饲 克 兰 大 量 传 作 的 各 个 主要 地 带 如 下 : ARE A ES AR, BR 

过 些 地 带 相 陵 的 俄 史 斯 共和 国 中 央 黑 钙 土 地 带 各 地 区 。 在 秦 穆 归 大 量 

传 伤 的 个 别 年 份 中 , 过 征 是 距 所 引起 的 损害 很 大 。 有 一 些 年 份 ,很 大 面 

FANE DAE th RAS EMPRESA, 
1933 46, ZEAE LE Hh EA AY, PEP BS Se EIA PM RE Be 40% , 1923 

SERA, A PEPE EE HR PA AE 80%, BURSA OTL 
BE, Hp LEA, DCR aS: FEE 

时 是 77%, FE SERRE SERGE 51%, FES IEPA EE EERE 14%, 在 
FP HERE eS ERP 9% , FERNRERE RAL ENGL 7% ; 然而 对 照 植 株 的 死 

CFA, MELE 12% , 

Ay AT TAG ie PAS ETA SP RE ADH [L931 42, HEBER 

IWS FIGHT AR, SEBO TET IT OQ HHI Ht PAB 4 FH, 1932 
年 , BME A, DW REC BD AERA RAIA 

BN 0 Ks i LE TAS BEE By SINR OH 

Ai 28K ici BLE BAS eA i, GEKA i BE BS BE LTA RS 

部 西伯 利 亚 321 和 407 DAP PiesrACH 341, See HEE S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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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人 人 mo 人 

斯 疯 品 种 。 在 计算 100 棵 植株 上 的 昆 由 数目 时 , 发 现 , ae See 
Ae Bly SBS Br WE AUG BM YG ER, AG ADE, SEE TA AS FIL JG Hy 
亲 乎 产生 正常 的 收成 , ZERERP ASO, E> B— 
牛 或 三 共 之 一 。 
RETRESEORS WRABM EMMA MRE ES, WW 

A, WEBSTORE NIE, WY te esi ny BE BME 
4, tal FL BAU ERAS , BRAC ELE LED ETRE. OE 
Al Ay SP A SB Ae, TCT TSG a A tse AH 
AE Hi A HOE PY | 

FL gH LEK LE BETS Ea i HS BL, 可 以 在 一 
Hy HT Pp — Be as SEE AAS Ud A Rt GT 
Bi. MEPIS BAH 6 A, CE RR 
够 了 ,但 是 必须 进行 两 个 重复 播种 , 才 可 以 避 允 偶然 的 错误 。 哈 里 科 夫 
育种 站 的 试验 表明 , 过 样 的 地 理学 播种 产生 良好 的 结果 ,可 以 帮助 我 们 

远 速 地 研究 品种 对 类 奏 程 电 的 抵抗 力 。 永 让 可 以 找到 一 个 具有 相 入 数 

ee SPAR CA Bs eA PS EE HS ES SR) BH Deke 

Hi, FE TEEPE TE, Hee BS I PR ok A bc SE, SAT A 

WSS LoS AE aes — a TE | RE 2 SR BE NBS TE SR ASK SE FEAT AE 2 RR 

BAW, 只 有 已 经 通过 一 定 释 度 的 育 征明 程 的 品种 ， 束 是 说 ， 只 有 那些 

BERRA AMAR ACH RRS mm, Ay SETS 

We. BRA Ae Rae eT, th) DE se ERT A, AH DAE 

BE A THE HEA AK PE FT ah HR EY, ALAS TEs TE PER 

SHS AT BS HRS AE, BE NC SSE sag WE PSH it RPE HR YF 

(而 鼓 地 区 的 温度 :土壤 、 光 照 等 等 的 人 条件, 却 与 本 来 的 地 区 的 条件 完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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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 Te ee 
TERETE » REPEAL A TBS: AEA A AB 

LUTALMER, DRAMA AT MOTT RS» LT DU 
75—100 LK ADA Bh EE AT SA PKS (Bk Aw) Fe Se 

SST FERRO E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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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图 : ea seRt 

段 围 住 。 被 散 佑 在 这 楼 的 隔 内 地段 上 的 麦 穆 量 , 帮 过 一 定 的 时 间 熏 ,就 
OR THRASHER, GE, 所 应 做 的 工作 就 是 计算 受害 大 古 顺和 死亡 的 
植株 ,以 及 计算 存活 的 植株 ,然后 确定 各 个 不 同 品 征 的 存活 植株 百 从 率 。 

3, uc Zh, (Oscinosoma frit) 

Pia MEGR A HS Is HU TEA le a STP, AR 0 PE 8 
FOURS, HERZ AI HOPE. TER ANY A, BET 
的 温度 过 60°C, ACS ATAU BER AUPE AR, THANG REE MEAG Mi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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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Ar 一 

大 沽 少 。 悉 麦 电 在 春 性 幼 类 作物 分 药 期 内 发 生 第 一 次 春季 飞翔， 在 南 

膛 。 在 产 卵 时 , HATHA TERE EY; 具有 三 革 以 上 的 苗 , 较 少 受害 大 ， 

HES U EAL RAM A REMI, BRE Bly CAE, ACIS OIE. BE 
SAG UD2) 4b O48 SE, 因此, TASES EAGER, HMA ER, 
tC SE He WPS RES Ey TEU, AREAS Ly SI — i RI EE HAE 
iA EI PS BE Ae SE OR, PRE LEAR AN AO ELL TED, BK, EAS 
在 掉 粒 所 长 的 苗 上 产儿 ,到 了 冬 性 作物 的 苗 出 现时 ,就 移 到 冬 性 作物 的 
Hike | 

ERLE RMT ER OR, HISAR HD 
受到 的 损害 特别 大 。 植 物 在 汉 种 情形 下 常常 整 株 死亡 。 如 果 在 不 定 枝 已 
纸 充 分 发 育 时 才 受 害 失 注 奏 盟 ， 庆 些 不 定 枝 就 在 一 定 的 程度 上 代替 了 
主 枝 。 当 气候 有 利 , 温 度 和 水 牙 充 足 ,土壤 往 当地 施肥 ;植物 具有 迅速 和 
涟 勃发 青 的 一 切 可 能 性 时 , 植物 受到 燕麦 电 损 害 的 程度 将 较 轻 。 在 相反 
的 情形 下 , 受到 的 损害 将 比较 朋 重 和 危险 。 

REARS MAMU-A AA: 硬 粒 小 麦 受 
到 的 损害 特别 太 害 。 比 较 不 受害 帮 过 种 专 当 的 品种 ,常常 具有 具 昔 毛 的 
MAIZE, REE, HE AOA SRE, SIAM 
JOREAER, ATBEbO Ny AM, 8 SR A A, Sp SEA 
AR CHO AUN EE, ATRUF AS Ze Re, SER A SS DR EIR. 

Pe BUA DL HMB, SERIE NH be VEAL ZE PLEAS 
AE, BOR AEST ANG, ERO D BE WENT) BE SFR RS aE 
小 Bg oF 

TERM A ERE, DRE 

SSCA PTE AY srs FETE EE 7 Bet RES EB AP SP, 育种 茹 可 以 

7EE: BEN PDS a _ LSE 97 EE 5 oh TR SES Se» 而 在 某 一 个 

» —_ 本 

wee - 

ee ee e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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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 Hits ie, PS ERs SAS 9 RR IRE Es FE JT AEE AS a a HESS Hk PE, 

AT GHEAE BE 1 i Bi» FRACS UA AT FE HE FE INF (EL SN Bir Let AAT g A 
VIB HEE TY DLR FY) SS BAT I Bye AP ei A 

TOE) a 

wai ERGO 

1) RSPEI RE AE 2 Evy HSE AE es AEE TE ET 人 全 
对 基 各 种 不 同 的 蔬菜 作物 和 果树 作物 的 产物 ?都 注意 其 品质 方面 在 汪 
圳 ;有 时候 是 根据 产物 的 品质 而 次 定 了 播种 什么 品种 的 问题 ;党 产物 不 

A RB NE WERE TF TELS th BRB AE ESE 
REE ETE AS) (HE HL CH BLA RERS EAE 
闵 国 家 内 ? WGA SPSS PERG EBL} —— 18 SAR BE BEA YA 
ile Ee BORLA a «FRU » ELSE IK EP IEF 
TERRIERS. : | | 

Haat) Fy HENS rn EPA FE | REE AR HRM ERE : HERAT F 9 FT HE 

RU NYAS » FE LONTE Bie; — 2S i A AL nn A 
| Fy eh NS — RL EE A A BE Be 
T Ap EA al AE EAB » SAREE Ud A as HF AS 19 9H PE 
i AS FSA PSR Wy BOHOL, TED ELAR BM» PEAT BET ETB 
FECES 5 ERE 7) BE ADDERS is BUUBEME rt AIP AB He BOA Se 
fe Bits SENN ATE ILIA 2S EERE ORs Ae BUS 
OAC IE 0 PEMA HAJ Fit PPA BE ME BE » Ze WMD BRIEF 
LENE HEBBEN TS — J ETRE LE WEA A SE BENS EERE 
LE WARE REHASH CA: IBA BE ly 4 AR 
AZ TELE 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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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 如 果 不 同 的 品种 是 在 同一 借 地 方 栽培 的 ， 它 个 在 同一 年 份 中 “ 

也 产生 不 同 品 BC EOP SIE REL EE eh . 

HAY Fi FPS » EP RELAY i EL 

例如 ， 哈 里 科 夫 育种 站 的 冬小麦 和 春 小 秦 的 各 个 不 同 品种 的 蛋白 “ 

贤 含 量 , 在 1936 年 到 193 1 AEA He EOP 2%, SAA 

这 是 16.19 一 18.58 匈 。 根 据 亦 育种 站 的 避 料 ， 大 秦 的 各 个 不 同 品质 的 

有 蛋白质 含 量 , 相差 过 6 多 以 上 ,和 蛋白质 含 量 百 分 牵 是 15.96 一 22. 了 2 多。 向 

日 葡 的 各 个 不 同 品种 的 果实 之 含油 百分率 和 果 仁 百分率 ,也 慑 动 很 大 ， 

过 一 籍 可 以 从 下 玫 中 看 出 来 。 

在 哈里 科 夫 国家 育种 站 的 同样 条件 下 坊 培 的 向 日 葡 的 各 个 

不 同 品种 的 含油 量 之 差 遇 (1938 年 的 收 稳 ) 

果 仁 中 的 含油 百分率 

1937 Fy Wb BAY Ay A AT ER 
在 某 些 情形 下 相差 过 12.5%, Heer HRP %. BRR 
SEM BIE 9.5%， 过 一 点 可 以 从 下 面 2 个 表 中 的 得 料 看 出 来 。 ， 

大 豆 籽 粒 的 蛋白 蛙 含量 和 含油 量 的 差别 <7 
RAKSHA SH | & th HD wt 

1937 征 

20.83 

23 .78 

25.15 

" 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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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r 

Be FAB A de Fy 2 SR 

《哈里 科 夫 国家 育种 站 1938 年 的 资料 ) 

蛋白质 合 量 百 分 奉 

会 夫 陈 科 区 艾 米 里 品种 的 36 一 239 品系 ( 订 色 的 种 子 ) 

上 上 壕 的 关 料 充分 清楚 地 指出 ， 甚 至 植物 是 在 同一 年 份 中 和 同一 地 

加 栽 培 的 络 个 不 同 品种 的 蛋 和 白质、 脂肪 ̀ 、 香 精油 等 等 的 含量 ,可 能 非 季 

不 同 , 汪 种 差别 在 某 些 情形 下 非常 大 。 

可 是 ?只 有 党 把 过 些 品 种 播种 在 同一 的 人 条件 下 和 同一 的 年 份 中 时 ， 

上 上 壕 的 一 切 差 慷 才能 够 保存 。 如 果 把 不 同 的 品种 播种 在 不 同 的 地 理学 

地 点 ? 那 未 ?其 至 同一 品种 的 各 种 物质 的 含量 百分率 ， 将 发 生 很 大 的 从 

化 。 例 站 ?大 奏 品 种 梅 季 库 姆 26, 由 大 播 征地 口 的 不 同 , 其 蛋白 质 售 量 折 

牙 奉 可 能 在 9.89 移 到 18.05 多 之 间 粹 动 其 他 品种 方面 也 发 生 大 锡 同 
样 的 情况 。 

Pir aR AGS, PUB TY BAA) BAAR ES an BE EA 

SREP ARMM bm BEA Ae eee. 

er IE LLL ce 
19264: | RAF 1b,57 

卡 查 赫 共和 国 的 杠 瀑布 22.28 

SG I TE 

卡门 草原 

于 “二 间 品种 只 页 演 118 看 白质 含量 和 含油 量 在 不 同 裁 培 地 黑 中 睁 化 
的 情 沈 如 下 (参阅 下 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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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RG HA DA 

wmymy & MH K 45.50 

BE 30.75 

S 38.25 

WY E> ARE OEE AES ER SE, PMN, MRA 

AFG AEE HE Bis FR SS TTT ER EA A A Td BS 9 cr eo Ba 

TW) Hr EA Ee SPAS EP RE BC 

ee eee ee ee ee 

ee By Nh Be 5 THY er 6 tHE BRE BS HE TA 5 |e EE 

可 以 看 出 ， Fa A BH AH Id» Te —ffe o L E: 1.62 到 193 

Hy EPS BRE BEB), as 

不 同 的 播种 地 点 不 仅 具 有 不 同 的 温度 ,而 且 具 有 不 同 的 瀑 度 ,温度 

多 大 各 个 不 同 品种 的 成 份 的 爸 曼 发 生 特别 续 烈 的 影 虱 ;在 基辅 省 的 越 

ih ma Hy BBA HP, 1924 年 的 5 月 和 6 月 降雨 78 毫米 。 那 一 年 的 水 

DWT EHS 19.7% , 1925 年 , 鼓 至 种 站 在 同 赚 那 两 个 月 内 多 

得 185.8 毫米 的 雨量 。 同 一 品种 的 蛋白 质 含 量 降低 到 16.31 和 zs 在 比较 

灌 浙 地 段 的 融 粒 成 份 与 非 灌 浙 地 点 的 才 粒 成 份 上 时， 没有 观察 到 差 署 ;不 

径 江浙 的 大 豆 品 种 含有 20.26% 的 油 ) 而 在 灌 浙 生 次 的 情形 下 (每 葡 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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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所 用 的 水 是 每 公顷 1,000 立方 米 )， 含 油 量 等 大 21 .77 狗 ; BABS 

量 百 开 这 在 第 一 种 情形 下 等 大 37.699% ,在 第 二 种 情形 下 等 谎 36.70 驳 。 

播种 期 续 烈 地 改 丢 籽粒 灌 装 和 成 熟 的 休 件 ， 也 影 澳 着 籽粒 的 化 学 

成 份 : 在 普希金 城 , 徐 锥 亚麻 在 5 月 18 日 播种 时 ,产生 39.9% 的 油 ; 而 
在 6 月 19 目 播种 时 ,含油 量 百 落 率 降低 到 36 .5 多 。 磺 值 在 第 一 种 情形 

PE 183.3, 在 第 二 种 情形 下 是 172.1。 甚 至 同一 植株 上 的 各 个 个 别 果 
实 , 就 某 种 物 贤 的 含量 来 说 也 大 大 不 同 。 

无 疑 的 ? 佑 种 不 同 植物 的 籽粒 的 化 学 成 份 ,在 很 多 情形 下 起 着 次 定 

性 作用 ?可 以 从 油 用 作物 的 含油 量 百 从 率 或 询 糖 甜菜 的 含 糖 量 百 共 率 

等 等 ; 丈 对 所 获得 的 兰 品 作出 一 定 的 评定 。 当 沫 种 产品 利用 来 作坊 食物 

PE, 重要 的 不 仅 是 它 的 化 学 成 份 ,不 仅 是 最 有 营养 价值 的 蛋白 质 的 高 度 

百人 这 ,天 大寺 些 营养 物质 能 侯 被 人 类 有 机 体 消化 的 程度 ,也 是 重要 的 。 

从 前 是 根据 各 种 不 同 的 外 部 性 状 来 制 断 小 麦 的 品质 。 我 们 将 讨论 
泛 些 极 重要 的 性 状 。 很 多 研究 家 非常 重税 吉 粒 的 大 小 ,如 篇 才 粒 越 大 ， 

磨 成 短 粉 的 数量 就 越 多 。 
小 麦 乡 粒 的 平均 移 对 重量 (千粒重 ) ,在 蓄 联 是 22.5 克 ， 加 拿 大 是 

23.1 克 , HERG ERE: 26.3 克 ，, 奥 地 利 是 35.0 克 ， 德 国 是 35.4 克 ) 英 国 

是 35.6 均 。 伦 联 小 麦 的 起 对 重量 最 低 ,德国 和 英国 小 奏 的 契 对 重量 最 
Po 可 是 大 家 知道 得 很 清楚 ,英国 和 德国 小 奏 的 才 粒 品质 最 低 , 而 世 联 

Ap BEF mE BE i EBS EH Be FA SB TEE» 

Be ESE A eB A EE, SB 

— EY] 48 FE nA HE, 
: SUNT Hy MAT a FI, PL 
 e 8 |wannn |= SRE 等 重 

十 EB RRA AZ | 

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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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L RLF ER 257 25.7 75.4 

EAA RAL 610 i» ABS 17.4 ! 

PPG BALA PBs 371 29.9 76.0 71,1 465 

mh RD Be i FEARS iT BG EE, BSR HH RE 

AAT GE: UA RE FEF} BS EA SC ZB eo EH A 

DET DM 9 4H ABE EH BAAS AN Zed oo PE, STi GO Se ECE Sa 

7} 9 {HESS BES BEE OY BEAT FS BY ES EF Te HS, | 

$E BFE APIS BON on EH SS — EEK EA, Ha ASH Bn 

HEFT K BURA TP OT > BY HEE GEIS BPN: ABE, HS, 

ABE DNR — FEY rh EB > FREE ‘EPL A A BS BRAY HERE T SE 

AXA EE. , | 

GER BT aR AAA MAA TD, HRB 

Hy Ae REF HE Aad BR AE TY HBA A A AS 
| 4% Mie Te Hl) 4 2E 7b ZS or BY STA LE 

Wiiemuom | ene | soe | 非 坪 鲁 吉 诠 启 姆 1239 | pBUEALE 676 
815 

从 前 用 来 评定 融 粒 品质 的 第 三 种 性 状 ; 是 透明 度 ; 泛 种 性 状 比 任何 ， 
CHEER SAR RY BRA, RAST ERO RE 
度 低 的 一 切 品 种 ,其 出 粉 率 也 较 低 但 是 如 果 检 查 透 明度 高 的 各 个 品种 
的 过 种 关 傈 ,就 可 以 发 现 透明 度 人 仅 68 7% 的 阿里 比 杜 姆 604 品 种 ;其 出 
粉 率 是 72.2 多 。 然 而 透明 度 巡 97% 的 米 里 吐 重 姆 274: Ay SCH aS 
SESE 72.7% , MERAY » 5A) HEH RE RRR A » STAIN BARB Ky 
Ag SRW) SSE HEPA DB GR WT ASE BS Se SE BE PY Ah BY 
BS FL He We 8 3 SUL 7+ BA, RIT EAR PS OTRO Be» A AL 



“ae 2? _— aS) 

SG PRR PE WHERE 3ii 

SEGRE ACRES EAD I ADL BS Pte OAS SS BY “ZEW 

Pept io Bee Fe 9 FT) » AS APY 9 WS FL AN AD BY) Bs PR 

15; FE HABA, ENA ROR is Ses EA A 

AB, 

Ae ABA Deity 48 “IE BSE WY Ee 3p AA LL A 
留 留 

斯 | 8 斯 
先 下 先 

斯 斯 
G4 47 wm 

粉 的 

BME aR | 97 骂人 77 | 76 75 | 68 54 | 43 Pha 35 | 29 

由 BB (72. 7/73.4.72.0)74.773.5)72.3.72.2)71.3,70.4 71. 170. .569， 9168.5 

(os i RARE ayy FA ARTIS 
ly» SEE A FEB HS AS Ag HL GRY. BU TERR DA IR OLAS 
RSE LE 2 NTA ORLA AF AA Sl DE TEI 9 
Wey I By eH SEY WEE AE BY FID 1. 

BRAS REE Bi i et AS 7 40) BH Bast ag 4S 7 [Eley 4a 

Bai es 3B — BAT DEF TN RA Ha 
BLA AEBS = 0.96 + 0.014 

PLANER = 0.78 + 0,083 

款 粒 春小麦 的 相关 傈 数 = 0.67 + 0.089 

TERR LAUER RELL RM, DITO 

5h» EEE ESE TE MIEN WH WE te TE EB — Bhs TE LAE: 

HB» BURL Hy Bi Ee HEP iat Ze 7A PRAY © fey J EPS TE TEESE 47 » 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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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实 除 室 磨 粉 器 中 淮 行 工作 肝 , 至 少 需要 4 -5 ATR RR, PPE 
小 型 品种 试验 上 时 才 反 有 党 些 数量 的 下 粒 ;有 时 候 , 研 究 对 稼 是 冬 性 作物 

时 ,青年 站 可 以 在 品种 迁 交 对 照 苗 围 的 时 候 就 所 有 得 些 数量 的 荡 粒 :在 
青 种 过 程 的 比较 早期 阶段 上 时 ,育种 家 甚至 利用 所 有 的 全 部 打 粒 ;也 不 能 
Ay FAG iy BOR EFT ED AEE 
BRS ees CUT HEHE BIE KIL Ae ao 

SLE FP ATG AR VUES HE FT HE 4 OS SEC SB 
ih Sh RE A, REALAGE. ER 
SURI Hy ODED 3 DSR LD Wy AK A Ts EG LP EH Ul DY ES 
相差 不 会 超过 0%, BRK, CHE RE, WARY 
(EFA AEM Bh Ee EH. 

PEPE HE PURI BEE ELE 5 LE HR 70% Hy, Ae BG Om A 
BE DAB BE SB AR Hy 7k A 5 AE HD FRE A FE HT 
Ini AED » EEE Be BE, PE EA OB) AE: Pe eB AES 
SERENE DNB CBRE RE AE TR. HH 
CECE AGP LN COREE, CEASERS IL, TE ee 
By LEAD EL Hh We PE AOE A» HINO FL PERRI : 

SWS Ay LDS» RAG BAT TH: AE OEE, HR 
HAUL RH I» SRS DR gH Ee. I 
fii REA» RIG RI » FE BIAS, AE ERED 
KE IE BL HOS AS TE» Ti PICA EA, PARSE, 
Si PRIESTER OAL a EE 

fa hE i LOS FL HO REL LIES OS 5 HE 
BS GLEPEE , 100 oh ty aM UE IE he ORR AR RB Ny Bl 0 » EE, NR 

SAW TEKS HSRORE IAG, BLAS TERS BSAC HE PRY EI 5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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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m 一 ~ - - 
SEE ere ee _o_o503Q0$530Re.n a aE ey, 

BIE we Eg 3 fa, 

RY Bia HORS RLU» & ILE th oy Ee Be, 
FD MRA UV RRAWARERMRN, Bi Ey 

HEE WRBRAMAARMRE, AERA ORAM, 

PRE SDA FS WIRED 0 SEE ARTY DABS EA CY » ELS 

EBA A fo EBA AER SBR, BLE TH I BS 

PCMAMA RAN, HD RE Ohm Oi, de le 

Hii 1 AH In 

“天 包 的 形状 应 当 训 篇 是 粘 包 质量 的 次 要 指标 ， 焉 包 的 质量 是 僵 甬 

Fi PEs BS AE TEBE, A AAT. FE Ha 

Spiak A Sa 6 J ts A 2 EA Ha 6 DE ER REY, 

BASU es 0 AY» tH BY REE 7 AS BE HY » PIE A 

Vis ASM ARH SOARS BR 

OD) i EB HOPE 9 IE se BP ZO an A ai aE eS 

jo— Ei, CREM ABA MMAR, BEAREMARELAAABNY 

PEE SALE BUS Ee se HE LE ARISE —- ARABS. Het 

$F RHOADS A UT TA EE RHO OP BOK 3} Eg 

34H: 用 不 同 品种 的 想 粉 租 成 的 类 包 的 形状 



Bid ) ba Wl Pes Pa SSE 2 T-SAR 

HL RR 
By Sa, BREA, iy: q 

— ki BAW _bLk— 

SMES. BER 

Tee A 
包 的 特性 上 时， 可 能 是 比 

Pr TE REM. ‘ 

Cia ERE 

isn. AH Or 

BERG ABER. Bile AH DES 
iE fk, BAA 
MARAE RAR 

途 不 同 的 同一 种 作物 ， 

评定 小 奏 兰 品 品质 的 主 

要 方法 ， Meee ew 

Ph AB a Ee BB 
EE AE 
HL EA} pr 
法 来 确定 含油 量 和 油 的 

品质 〈 用 确定 硝 值 的 方 

zk) AEE RAE 

My, MRAM e 

a pe 
@ 

第 36 图 : PCR TR 



ii THR Me WM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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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37 A: AAR LISS 

; 38m: PELE ERENT 

”第 六 节育 种 材料 的 评定 以 及 机 械 化 和 防止 收 区 时 祷 失 的 任务 

en ee ea Tee ie ae ae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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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HELA BURL BRAM, BOER AUCHUE ROB A 
Fe TER gE EG AE EMEP 5 PREY HD Awe 
JSST BAT Be HOE, TT EEL. HS A RCC 
BLN > Ea PMR RORLAG IE HU ER I, BI Ea 
PAWN RS, Be RL HERS EAE TE LUST) PE LE 
FEET BF» BORLA MOAT BR BiB 33 NF RM CATO 
损失 ;一 部 牙 乔 也 可 能 没有 制 下 。 

各 种 观 佬 表明 ,不 同 的 品种 在 级 粒 脱落 方面 所 表现 的 加 性 不 同 。 
菜 沃 治 夫 斯 克 品种 试验 场 进 行 了 损失 的 计算 ,过 些 计算 表明 ) 星 永 

fH 21 KAORI PALE 2.3 31.3%, RM, 

ERIRIE IIT DE win BA Dy (As BT SA) B94 Bl 

As Vea) A 7 EE a TB PEI FAR BD LIE He BE 

留 捷 斯 先 斯 479 

| Koby 321 1.2 

阿里 比 杜 姆 604 8.6 

留 捷 斯 先 斯 956 5.6 

SC BOE PEL Bl AT ACHG1021 | 2.2 

留 捷 斯 先 斯 62 7:3 

| 留 捷 斯 先 斯 1133 3.6 
艾 里 特 狂 斯 别 两 牧 姆 341 | 3.0 

| Se RSE Bh RIE 189 0.6 

Se PATER HE 10 0.4 

切 季 局 姆 111 1.2 

| CAGE PTE 841 |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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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细 粒 的 不 觅 落 性 是 与 内 外 颖 着 生 在 穗 柄 上 的 歼 固 程度 有 关 的 。 二 
PLT FARE HY DE PROG A GE, CY aL DAS 
$B SIG: (LORD EEG GABE, PUNTA DE 0.230 44 Fp; (QRH 
不 觅 落 的 品种 , 抗 断 力 量 是 0.52 一 0.73 FF; (3) MEDLET HY RL, TT 
力量 是 1.28 仔 克 以 上 。 对 内 外 颗 的 基部 的 解剖 学 构造 加 以 研究 , 发 现 : 
PALI BERLE si BA BNC BENS HE PE BR SEL Ag BUR 7 BET HG A 

FEA Te hit a ee BE AS Tr] sin BLY PSE RS EE, NEAT EL 

“ENT ASSEN Be EB, BUUREN ZE, A RABE HA 

| SB LOUD E Tee bey EL 
ADZE fig ER BEE HEDGE TA PSE ENG SED EE TER LA 

SR RULES FE EE HB NG PEAR AGRE TH AEG : 内 外 络 的 构造 应 党 
SLAUBENG TEAR: PIO TERE AE WRU TEER A, “CRRA 
抗 断 , 基部 越 狭 ， 它 就 越 不 能 抗 断 ; 如 果 内 外 颖 着 生 不 的 形状 像 一 个 加 
MN, 那 未 , POSURE FFE EE TRS ELT. BRE 
起 如 果 越 明 题 (特别 是 如 果 过 到 内 外 上 颖 基部 )， 它 就 越 有 效 地 作 篇 一 个 

”支撑 物 , 来 妨 厂 内 外 颖 的 折断 ; Phe EOI Be aE, A AL, 内 

PPv 

AA 

PBR AOA, PELE BRA AIA, POPE ECT 
LIB HY Ty GUT AE RL ACH op , ERIE AE FE ET Ul, ERAS REI 
PS PR PR IEE ABUT HS, USES A As (SRP ELA Be EMP IND RE 
SEIS) GL EOI ETE. BERL TE AIVR BE, BIEL as 
Ji LG BBE A Et A AEE 
ATHEMMRBEE, QI RSATS, B27 WOO 

BUSERAR), $A ERT ESA AL Sa HA 
Who SEL AME MEI LI, HLS HA RE aR 
的 大 小 。 

Su SEs, PH UR SR ANTE ICANT RIL HE RIE UI AS ALE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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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械 的 抵抗 力 以 外 , 漫 有 很 多 足以 影 狼 才 粒 脱落 百 牙 达 的 性 状 。 吏 米 本 

SETA BUTE AR LTS DEE EAR EIR, PERE KALE RE 
LOPE FELT] BORIS BE. ALE 7 RL SRIF OH FAs AT ， 
ABA} 9 UL FY HE TEX, Pt BEI F STEED, 9 URL EP ES RIK ES 

—RALZF EWE EAD, MSMR ae 

PRik SURGE Hi te GS BRA INE o 

过 些 方法 把 品种 在 自然 条件 下 容易 腊 落 质 它 在 腹 粒 时 容易 脱落 混 

篇 一 诸 , 过 是 不 正确 的 。 此 外 ,过 些 方法 使 我 们 不 能 考虑 到 在 进行 试 雁 

以 前 胶 落 的 那些 年 子 。 才 些 方法 的 优 黑 ,是 在 套用 汉 些 方法 可 以 在 任何 
的 气候 状态 下 多 得 一 定 高 度 的 肯 粒 脱落 百 共 率 。 可 以 铀 节 用 来 打击 的 
HOE EAM DARI EMI. Tee UT AES 
5A Beye 9 Wi FE — FS HEE » (EE ne TEAL — “FE ABT DUBE BAL SAS 

3 BFE Ft FY res BE. HELE Aa 2 EI» EBA BRAY on TS Te 

i, CERO AT AL, Fe hh, BR 
OS RE SAT A 3 

另 一 类 方法 主要 是 在 不 同 的 时 期 收 锥 各 个 试验 的 小 区 或 各 个 试验 
的 行列 来 磅 究 吉 粒 胖 落 程度 .可 以 训 怎 ,在 开始 完 融 的 时 候 收 条 的 那 一 
Reh EL, PIE RET, CRBS, BRAG RE 
Ko HEFL SE AS CHE By SR _L EB » BL Le ES ICR 
2H PEG MRE BDA SEEDERS BB EDL 
RURAL, LA RBA ER AREA 
[rIAY SERIES Ms LEMON, HEE ARSE IE: BE 
SCH QE TT» Re Ar D> 5 IC TITSET IM 658 READE A JSS RS A SB 
FEMA RUS LER MOTAGED TS. OST WSS 
REE MENT FER, LA ee) ae 9 TM BB 7 hk BEAT 6 ABT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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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人 人 人 人 全 一 一 全 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e 

WMAVAM THE Z RRMA. 

另 一 类 方法 不 是 收 稳 一 定 面积 的 植株 , TI — Fe: BI 

如 收 稳 100 个 惩 ; 有 一 些 试 验 者 在 股 粒 后 把 运 些 穗 的 才 粒 加 以 释 重 , 另 

” 光 些 试验 者 则 计算 过 些 如 粒 的 数目 。 在 比较 理 的 时 期 所 收集 的 穗 , 由 大 

必 粒 股 落 , 才 粒 的 重量 或 数目 必然 降低 。 二 一 类 方法 中 的 一 个 方法 ,是 

把 所 试验 的 穗 从 优 不 同 的 类 别 。 过 样 的 下 类 是 用 眼力 来 淮 行 的 , 划 牙 和 巷 

OAR: 第 一 类 的 穗 具有 O25 % NREL, 第 二 类 具有 25 一 - 

50% fyi BEL, SSSA AT 50—70% ， 第 四 关 的 珊 粒 股 落 百分率 是 

踊 匈 以 上 5 可 是 用 眼力 来 测定 起 粒 觅 落 百 分 率 是 非常 不 准确 的 ; PRE 

PURE ATARA A, 范围 也 非常 广 , 例如 ,在 第 一 类 中 有 完全 

不 腊 落 的 品种 ,也 有 觅 落 25% 的 品种 。 

ES APRS EA PERMA, th BRE ERE 

PIE GK EMRE ORE, SEK LIE A a SE 

— PUBBRE DLO EME FT, HY PAE EERE PS IE — MH Be, BR 

BERRA REAR BT De Pa A HE SE AR, 

Peat FUR ROR B . TE at RR ERO BE, FER DBE 

SEE BRB. PE BOR, TY LE OE 

EAMES TY RP RAR A BT a 

TARR A ES RE OA AT HET ADE RET, SS 

使 工作 容易 得 多 , 同时 ,过 样 做 已 经 修了 , ABRMT ORR RHAY 

计算 不 同 品种 的 哉 粒 股 落 程 度 的 时 期 来 进行 工作 。 但 是 探 用 过 征 方 法 

时 ,我 们 不 是 计算 芯 品 逢 的 一 般 颖 粒 股 落 程度 。 GE, RMSE 

BWW PIPES AE, i ADT] HEA ATE PERE AR, © 

BRP MEBLRMAE, Olin, HARE RRB 

段 和 在 苗 围 中 评定 各 个 不 同 的 品 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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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WORE EAR 20 年 以 前 ， 所 注意 的 是 延 膛 10 天 或 5 天 收 各 时 

RYOBI, WEN ESE RAGE 30 天 或 40 SEARO 

A WK, WS BREE MAME RRR AC 
He 45 BIE ERR, ROE nT ERE; 收割 的 期 间 因 
This Hig Ea» CA A PS FEE 8 一 10 天 内 完成 。 aiesigeyagreten cick 

Ea Me EEE By He pl, ic Sel TPE HEE BI 15 天 。 
ELIE LH ZEAR ROSE PY» IS] 1 Sh 8 EEE SES RET 

BSS AE, SABE EB > Br | eA EE RI I BRE 

的 气候 ;乾燥 的 或 不 间断 潮湿 的 气候 , 则 降低 缀 粒 膜 洲 百 从 棕 ; 风 会 者 
Sn BORLA IE Ei RSE EB A 

在 某 些 情形 下 ,试验 站 漫 探 用 另 一 种 方法 。 把 每 一 个 品种 都 播种 在 ， 
也 定 数目 的 小 区 上 ;使 得 每 一 个 品种 都 可 以 在 3 EP 
上 时 期 收割 4 个 小 区 的 同一 品种 。 换 名 话说 ,品种 应 当 进 行 12 个 重 得 播 

种 ,而 每 一 时 期 仅仅 收割 4 RAR ae EEE I 
eh bh HEE HIS) Wie EAE BO EE BATE He LEE 

JO ARE 7S Wy SEC VE ER BC De PRP ae SV 2 5 BAS eB 
#8, LE SRE, PERT DER RARE 
RAB TSS ES MY A I 8 fT TAB 
ee AMET 

倒伏 性 fe We RIE DLA a: A TEA 3 
HEAL, A HEE AEE EK AS UT AE, 
AES ERR DL DE UE BI SAL FE ARE > (1 HLL PA 9 CBR BE HE BEA» BL 
4, i GD BAL BURA AE RE BPO 
DN BB Ay His BE UK BER MR HR TMC 5 USES 
(vi BE Fc Hel AS COIL FR) OCH, BEET, le 9 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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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青 种 家 在 培育 新 品种 时 ,特别 注意 到 新 品种 的 抗 倒 伏 能 力 。 在 育种 

通 程 中 ， 必 须 把 甚至 在 稍微 调 混 的 年 份 内 也 发 生 倒 伏 现 象 的 那些 品 ; 

淘汰 掉 。 当 然 的 ,不 巍 当 要 求 育成 在 任何 人 条件 下 都 不 会 发 生 倒 伏 现 象 的 

品种 。 过 样 的 品种 必须 具有 粗大 的 营 和 铂 ,这样 的 车 程 发 育 上 时 必须 消耗 大 

量 的 郑 料 和 水 牙 ; 而 在 喜 燥 的 年 份 内 ， 植 物 将 得 不 到 充 牙 数量 的 水 从 。 
因此 可 能 发 生 演 样 的 情况 : 植物 把 土壤 中 所 有 的 全 部 水 牙 都 利用 来 形 

成 粗 夫 和 茎 固 的 营 程 ,而 在 形成 才 粒 时 ,水 从 将 不 锣 。 演 榜 的 品 秆 我 合 

站 不 需要 。 | 

”评定 品种 倒伏 性 的 工作 ,要 用 眼力 来 进行 ,通常 探 用 5 级 制 来 许 定 。 

植株 在 发 育 示 期 以 前 始 获 完全 直立 的 那些 品种 ,评定 篇 5 HER 

就 发 生 倒伏 现象 ,倒伏 的 程度 又 特别 属 害 (植株 不 仅 倾 匀 ， 而 且 完 全 倒 

在 地 正六 过 楼 的 品种 评定 需 1 粗 。 如 果 在 某 一 地 区 内 很 少 观察 到 倒伏 

现象 ; 那 未 ;可 以 选择 地 理 上 特殊 的 地 点 来 进行 播种 ， 以 便 评定 所 研究 

ROSA; 财 当 把 品种 播 征 在 每 年 雨量 都 很 多 而 倒伏 可 能 性 特别 大 的 地 

BPS BT ames Ha aT EE, ATS RIM PES YC 
SRM) VBE LE 5 HTC » Hs FE AAU» HH PE OC BEE 

豆 英 裂 开 时 秘 成 熟 期 不 同时 豆 粒 的 损失 “有 一 些 豆 科 作 有 物 ， 在 完 
AS AE ie, 发 生 豆 英 裂 开 的 现象 。 像 克 备 永 里 亚 9/3 那样 的 大 
豆 品 种 ; 误 鞠 特别 容易 裂 开 。 很 高 的 豆 英 裂 开 百 从 率 ; 将 引起 豆 粒 的 大 
量 损失 和 沁 甚 至 在 收割 后 ,收割 的 和 已 经 堆放 起 来 的 植株 上 的 豆 英 仍 然 
身 积 袭 开 ;损失 有 时 候 很 大 。 大 豆 、 荣 豆 、 吏 豆 和 很 多 其 他 作物 ?都 会 发 
奢 豆 鞠 袭 需 现象 .不 同 的 品种 在 这 一 方面 具有 不 同 的 特性 进行 译 种 工 
作 时 ;性 须 注 意 到 不 同 品种 在 过 方面 的 特性 ,不 要 把 豆 英 非 常 容易 裂 开 
的 品种 推广 到 生 兰 中 去 。 

Albi ARIE EME A, DRS BB PSE A ew 



a 

fa FS A DS 

fea as HRA KO Ra 3 — EF EMC HIT ESE TE MEE 
FF 9 TERLENTTE B Me ALB REA HOH WE EE SE 
FTC Hl ARs BEE RAID A BA AREAL, MRE 
BNA AS PCH, RA» ee HARA ERE. 3B 
切 现 象 使 在 种 家 不 得 不 党 试 育 成 能 修 同 时 成 熟 的 品种 ， 或 者 如 果 不 能 
修 完 全 同时 成 熟 ;成 落 期 的 差别 也 要 很 小 。 在 评定 同时 成 熟 的 程度 时 
可 以 把 最 初 和 最 谷 的 花 电 花 的 时 候 禽 根据 ， 或 者 把 果实 本 身 成 训 的 时 
候 篱 根据 。 成 融 天 始 与 结束 之 问 的 差别 越 小 ,品种 就 越 好 。 

第 七 节 SRR 

SRE BEATE TSAR AREER. 
edt Fo HOLS TT DRE Ly AA Aa ASE TF 

殊 的 早熟 类 型 ,能 够 在 比较 低 的 温度 下 和 长 日 照 下 完成 自己 的 发 育 。 有 
一 些 地 区 ;温度 高 得 多 但 是 雨量 很 少 , 和 从 夏 初 就 进入 乾 旱 时 期 。 在 这些 
地 区 内 ， 作物 帮 当 发 育 得 快 些 , 早 熟 些 , 因 篇 如 果 晚 散 , 它 们 将 受到 乾 旱 
的 影响 ;克基 很 多 作物 来 悦 , 短 的 营养 期 具有 沁 定 性 的 意义 。 在 西伯 利 
亚 的 很 多 地 区 内 ， 常 常 发 生 很 还 的 春季 又 闵 ? 秋 季 很 早 就 来 聊 ) 得 一 点 
也 限制 了 警 养 期 的 长 短 , 在 过 些 地 区 内 ， AME RR 

不 但 不 同 的 作物 的 营养 期 长 短 , 相 差 很 大 ,而 且 同 一 逢 作物 的 不 同 
BATE Aan Be WAC, RE REST A FED RES 

昔 到 成 熟 的 警 养 期 ,是 68 天 到 180 天 以 上 ,就 是 说 ， APE HE 112 
天 以 上 。 如 果 舍 仅 拿 普通 的 软 粒 小 麦 来 研究 ,就 会 发 现 从 出 苗 到 抽穗 

的 时 期, 是 32 天 到 85 天 ,就 是 说 ?相差 的 幅度 过 53 天 s 不 同 的 气象 学 
因素 和 不 同 的 试验 地 黑 , 也 会 相应 地 改 杰 营养 期 。 如 果 把 北方 和 南方 的 
地 区 拿 来 比较 ? 那 末 就 大 奏 来 说 从 出 苗 到 成 敦 的 时 期 ; AE OS 天 到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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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以 上 ;就 是 说 ,相差 的 幅度 过 58 天 以 上 。 

温度 以 一 定 的 方式 影响 狠 敬 期 的 长 得 :温度 越 高 ,植物 发 育 的 某 些 
联 段 就 进行 得 越 快 (当然 是 假定 没有 超过 一 定 的 最 适度 )。 至 大 春 化 隐 
段 ; 汉 是 例外 小麦. 妹 麦 、 大 麦 和 菩 奏 ;特别 是 冬 性 品种 ;其 春 化 阶段 都 
是 在 低温 下 完成 的 。 

一 当 小 麦 的 探 集 标本 进行 观察 ， 发 现 : 如 果 有 了 完成 春 化 阶段 的 条 
4» TH BAR ARSE 14°—19°C FTES TE > ABAR » HE HH BH Bt BAO 

BE 50 Kj PIG AE 16°—16.5°C 的 温度 下 ,仅仅 需要 40 一 43 Ks Ret 
17? 一 18?C 的 温度 下 ,仅仅 需要 32 一 36 HK 5 IRA RHE 19°—20°C 的 
温度 下 , 30 天 就 够 了 。 整 个 过 一 时 期 内 的 温度 粮 和 (温度 乘 天 数 ), 逐 渐 
茂 少 :从 最 低温 度 下 的 700°, 到 最 高 温度 下 的 570" 一 630"。 

光 贸 以 一 定 的 方式 影响 植物 的 发 育 。 像 小 麦 、 大 麦 和 菩 帮 等 等 的 作 
物 ? 在 出 昔 到 抽穗 的 时 期 内 ,在 比较 长 的 日 照 下 发 育 得 较 好 ; 相反 的 像 
程 \ 大 豆 和 菜豆 那样 的 作物 ,在 过 一 时 期 内 , 却 是 在 比较 短 的 日 照 下 ) 才 
加 速 自己 的 发 育 。 但 是 不 仅 不 同 的 作物 对 共同 样 长 短 的 日 照发 生 不 同 
的 反应 ,同一 种 作物 的 不 同 品种 对 伙同 样 的 日 照 也 发 生 不 同 的 反 频 。 帮 
不 同 的 大 豆 品 种 进行 了 观察 , 发 现 :有 一 些 品种 对 大 日 照 长 得 的 汉化 反 
朵 不 大 ,然而 另 一 些 品种 对 世 日 照 长 得 的 同样 所 化 , 却 发 生 非 常 怠 烈 的 
反应 。 过 种 反应 是 从 6 天 到 84 天 。 

雨量 是 植物 生长 的 极 重要 因素 之 一 ;雨量 越 多 特别 是 在 乾燥 的 地 
区 内 ,植物 就 发 育 得 越 纺 烈 ,但 是 各 个 发 育 期 就 通过 得 越 慢 ; 在 雨量 较 
少 的 时 候 , 植 物 发 育 得 快 些 。 在 所 谓 植 物 发 育 的 各 个 临界 时 期 内 雨量 
的 影响 特别 大 。 在 这些 时 期 内 植物 对 共 雨 量 不 足 或 过 多 ;都 改 生 特别 
ay KM 

AW DS > RARE A, Ht OE A UL TE RE OG, AE OH PY 



324 FS TENE ES RF SHS 

— DEFERRED in EH > BSS — DB, EM 

ja: FEVCTRAD SEAN» FATE — AE » A Bs EE aS 

SeF GEA Tid Le REA BY cin A) HE SB Ie TK E 

量 。 可 是 对 大 根系 很 大 的 植物 来 襄 ( 胡 麻 \ 首 菏 和 若干 其 他 作物 )? 甚 至 

在 乾燥 的 地 区 内 ,晚熟 性 也 不 是 获得 高 产量 的 阻 厂 。 此 外 ?在 很 多 情形 © 

FP SEAR HEREEREREDWTAEST BR RRS 

LE, AT] DEBRA RS Bis ES we, 将 且 也 可 和 避免 像 锈病 \ 列 管 

( 指 座 日 次 而 言 ) 等 等 的 病害 和 寄生 植物 。 
上 上述 一 切 襄 明 , 不 仅 确 定 整个 营养 期 的 长 得 ,而且 人 确定 车 养 期 的 各 : 

个 个 别 粗 成 部 牙 的 长 得 ,都 是 很 重要 的 。 在 研究 革 种 植物 的 发 译 时 ;要 
EGE BPM ALAS: (1) 播 种 的 时 间 ;(3) 出 苗 的 开始 ;这 个 时 候 是 指 
田地 上 出 现 苗 10% 以 上 的 幼苗 的 时 候 ; 所 导 苗 的 出 现 是 指 革 项 在 士 壤 
表面 上 出 现 ;(3) 苗 的 完全 出 现 就 是 说 ,田地 上 出 现 50 多 的 苗 的 肝 候 入 

条播 的 情形 下 ,过 时 候 可 以 清楚 地 辨别 各 个 行列 ; (多 牙 莫 ,所谓 牙 依 是 
FEA WATS T RE DERE 5 (5) HERE SSF RAS RHE 

FC ROE BRE» SE — AT DS SE TTA; (6) HRY BAS SR. 
10% DEH AME MACE ERE EOE LWA; 如 果品 年 

BARE WAS EET SE ER AE 

FEDS 5 ABE RICE HBL » B) De Se EBay Bad 5 (7S re Bs BL. 

BASE ANS RI FAO Ts > SLIDE Hh BL Ay BEE J A BE 

MRM AE 50% 以 上 ;(8 a Es A TEL 
Ro Bohr, EME, GIR EBA Bee Ere. 

FES BEY REELS, “RF PASE ECL 
时 期 : 
(播种 的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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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 苗 的 如 始 ; 
(3) 抽 种 的 完成 ; 

(ARS BIRR 

这 些 时 期 必须 被 育种 家 所 特别 注意 。 
在 必须 确定 各 个 一 定 的 发 理 时 期 与 该 植物 所 发 生 的 任何 我 们 所 威 

奥 趣 的 其 他 现象 之 问 的 关 傈 时 ,除了 进行 一 般 的 观察 外 ;必须 进行 革 些 
时 期 的 个 别 观 宗 。 在 涪 麦 是 普 欢 传 做 的 地 区 内 ,可 以 观察 到 ?在 第 3 HE 
出 现 以 前 的 时 期 内 ; 燕 帮 是 传 优 特 别 属 害 , 东 日 对 撩 植物 特别 有 害 。 植 
物 大 狗 在 这 时 候 就 开始 牙 莫 ,如 果 一 个 攻 受 到 损害 ,辅助 的 莹 就 可 能 发 
青 出 来 ;站 果 在 开始 牙 莫 以 前 ,就 是 避 ? 当 植物 仅仅 有 一 个 节 的 时 候 ; 威 

桨 楷 麦 炭 ; 那 未 不 公演 个 蕉 死亡 ,而 且 整 标 植 株 也 死亡 。 因 此 ;常常 登记 
FRE ; 天 多 数 植 株 已 经 出 现 了 辅助 攻 或 次 表 杜 时 ,这些 植 株 就 可 以 训 
GS TE AEF BE S85 3 SEY Hs Fh BEY BIS MERE HE 50% 以 上 的 植株 都 
BERRA RE, KORMMEN, FESPA 

«Bey FESS SSH PY RS PS, BRO Ee 
PDR IO). TPE Par Ce RPE HS BRL 
BRAT OREARMC SAS, CEN LE Hs 
BARE? NGO. ARES eb Ay 

sc ehipdliasimalaetiaieidereittattesesie 
EMG AEE BI. 
PARA BEET RAS ln, RSE 
Bi BEE HL RA AHAB D BS HS FE» Td BES HY FP SEE 
PRIS 3 HEL FE he AE ER AK 
os. MEARAURARA A, BAO eS 

$i FE): BE ELH SERGI, RA R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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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任务 时 ， 才 必须 进行 Te eee (da 3 Sa 

ZEMAN BEA BD IL Gey Sic 4) BS Mid RFF WE SSE FT DE ZB Ro 

BB AS > RAE le PT BE iF A Ae Se HL 2k 2" BI » Me BIE 

SEGRE aA NIE EE ME Ty Le FER ETE Po RRA TEA 

FIR. 

BAR APRS AUEERRAR ED 
育种 工作 的 并 保 

用 手工 的 方式 来 管理 和 收割 作物 ， 在 叙 联 现在 已 经 成 篇 通 去 的 事 

了 。 农 业 的 集体 化 和 工业 的 发 展 , 使 厅 乎 一 切 的 农业 工作 机 械 化 成 仿 可 

Be: 大 片 的 播种 面积 充分 数量 的 拖拉 机 和 砂 有 六 有 的 农业 机 器 ,充分 

保证 了 机械 化 。 中 然 如 此 ,但 是 在 收割 革 些 作物 时 ;到 现在 仍然 探 用 手 _ 

工 的 方式 ,这 是 因 篇 植物 本 身 具 有 一 些 外 部 构造 特点 ;而 青 种 家 们 漫 没 

有 加 以 应 有 的 改造 
植物 的 地 上 部 分 和 地 下 部 牙 之 外 部 模 造 ， 名 植物 的 管理 和 收 贡 

等 等 ,起 着 很 大 的 作用 ,在 某 些 情形 下 ， 外 部 构造 使 管理 和 收割 工作 困 
妆 进 行 ,相反 的 ,在 另 一 些 情形 下 却 使 尖 些 工作 容易 进行 。 植 物 的 莹 有 了 时 
候 很 高 ,例如 冬 黑 奏 的 若干 品种 ; 蓉 遇 高 ,促成 植株 的 倒伏 ,使 康 拜 因 机 
和 自动 捆 穗 收割 机 不 容易 进行 收割 .大 帮 的 若干 品 年 例如 梅 季 库 姆 26， 
513 等 等 品种 薰 很 矮 , 过 一 黑 使 收割 工作 不 可 能 正常 地 进行 ; 因 息 收割 

机 的 制 未 器 不 一 定 能 够 在 很 低 的 水 平 进 行 工作 ? 蒜 果 ?一 部 分 乔 或 者 完 

全 没有 被 割 下 ,或 者 仅 催 部 从 地 被 制 下 。 

jE FI. HAA BANYRE. AL ERMA EE 

BREA MKB SAI TCLEWRE AGE AE AE 
ASSIS FEL 5 75 RE RISE » BEEP NE BE AR 

4 
“A 

\ 

» 

ay 

过 

* 
' z, 

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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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Hi AE Dy FILA BE HK AR, Af YEE KB — EA 
Ay Hs BL BA BE b> Hs WE Ty HL UY RE 5 EE BEET AE RE 
SEF AT ARNE, MEK TU, AGRA RE 
MBG RAE T DUE ER BOLD FEL AR A BAI I» BE 
RARE ea RENO EA A Se SR EZ Be, 
种 少 些 。 

“和 商 日 闭 通 常 只 在 莹 上 发 理 出 一 个 粒 又 ， 但 是 有 一 些 品种 能 够 其 出 

GUE » 侧 补 有 时候 很 多 ,以 致 植株 好 像 一 闭 一 样 。 sahara 
ME, ARSE LAVA) Tn RE EERE RA 
ERB. i ibis: nik Naka 
D GRE, , 

1 很 多 大 豆 品 种 在 成 熟 时 ; 药 子 完全 股 落 , 首 一 点 使 收割 工作 容易 进 
行 ,但 是 降低 了 营 程 的 外 料 价 值 。 保 存 革 子 的 大 豆 品种 ,提供 很 好 的 饲料 
SEPA (ECE PAE FF» 因 篇 这 些 品 种 的 豆 鞠 比 较 不 同时 成 熟 。 

有 一 些 植物 的 花 集 糙 在 一 厌 ， 另 一 些 植物 的 花草 牙 散 在 莹 的 不 同 
都 牙 ; 花序 有 了 时候 很 小 ;有 了 时候 很 长 ,着 生 在 莹 上 高 低 不 同 的 部 位 。 玉 米 
穗 有 时 候 着 生 在 植株 的 很 低 部 位 , 亲 乎 靠近 地 面 , 相 反 的 ， 有 时 候 却 很 
高 * 着 生 部 位 通 低 , 仿 杠 收割 工作 的 机 械 化 玉米 秆 着 生 的 高 度 一 样 , 则 
使 收割 工作 大 大 容易 进行 。 

很 多 豆 科 作物 的 较 低 的 豆 莱 , 有 了 时候 很 低 ; 以 致 用 神 杂 的 机 器 和 长 
镰 帮 进行 收割 时 ;都 不 可 能 没有 担 失 ;过 时 候 必须 用 手 收 苍 。 

玉米 穗 得 以 着 生 在 著 上 的 柄 可 能 是 短 的 或 长 的 ,可 能 是 直 的 或 艾 
的 ;因此 同一 个 品种 的 玉米 重 着 生 的 状况 可 能 非常 不 同 。 喜 类 作物 的 重 
可 能 都 排列 成 乎 同一 水 平 的 一 层 , 在 泛 种 情形 下 ; 它们 不 论 在 大 小 和 
成 讨 性 方面 ;通常 都 比较 整 春 。 但 是 有 一 些 品 稻 的 乱 排 列 成 委 多 悦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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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穗 高 些 , 另 一 些 穗 低 些 , 同时， 穗 的 大 小 和 成 熟 性 也 非常 不 同 s 
穗 通常 是 直立 的 但 是 也 有 下 垂 的 , 贷 科 汉 地 面 的 ; 收割 机 的 割 用 

器 未 能 制 到 过 样 低 的 穗 ,损失 因而 培 加 。 在 某 些 品种 方面 ; 穗 下 面 的 董 
部 下 很 柔弱 ;以 致 在 成 熟 时 ; 穗 都 折断 ,因而 在 收割 时 瑞 失 掉 。 

-在 小 麦 和 棱 麦 的 一 些 种 和 糙 征 方面 ， 穗 在 成 永 时 裂 开 成 个 别 的 部 
耸 , 小 重生 穗 柄 的 裂 开 部 牙 一 起 落 掉 。 另 一 些 品 镍 的 小 重 及 其 内 外 颖 上 
有 特殊 构造 DIMMER DIE. EP lh, BRAS, 
EAE IANS Be BATA 5 Ai — Mh TSE EAB SP TE SEE 
PER ATES FEB BERS USE LA 

Aj — HATA HE os VB 5 PE SCE 15 SA 4» BH FR ER 
失 ; 另 一 些 品 种 的 戎 果 则 相 管 早 就 裂 开 , 裂 表 的 程度 很 属 害 ?以 致 有 很 

大 部 牙 的 维 锥 都 很 容易 地 惠 失 ;第 3 类 品种 的 茧 果 只 然 也 型 天 ,但 是 皮 
棉 却 不 损失 。 

农作物 可 以 划 牙 傣 肉 雄 株 植物 和 肉 雄 同 株 植物 ， 肉 雄 同 株 的 花 
FY AGERE HT AEE LENS, MEMES PRIS A Mie HERR Lot PE 
5] FS SH, SEARS ET A FS BG SSE FT: SAE GE 
RUCHED FAFA A RE FT) 9» Sth ST PETER > FER 

SEK Wy HEAG AMEE,» ET — BRA RL» RIESE AE eT 
Sih» 2 DELS FEY WIRE o METER PD 2 EE RRS BE 
PABA AIMEE BEE; 如 果 两 种 花 开 花 时 间 的 间隔 太 大 (1.5 
一 2 星期 ) 则 传粉 将 不 进行 ,或 者 仅仅 部 从 地 进行 ,过 一 点 将 引起 产量 的 
降低 。 
“” 程 的 花 集 糙 成 不 同形 状 的 圆 雏 花序 ; 开花 和 寺 粒 的 成 熟 都 进行 得 

非常 不 平衡 在 过 圳 ,确定 最 适当 的 收 和 期 ;和 进行 收 各 而 没有 损失 ?是 
很 困 厅 的 事情 。 着 帮 和 很 多 豆 科 植物 的 开花 期 ;也 拉 长 得 很 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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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上 面 引 避 的 例子 ， 可 以 充 修 清楚 地 看 出 整个 植株 的 外 部 构造 和 

植株 各 个 个 别 部 从 伴 造 之 意义 。 在 进行 至 种 工作 时 ,必须 注意 到 和 过 一 切 
特点 ;不 但 要 党 试 育成 比较 年 兰 的 、 吉 粒 品质 高 的 能 抵抗 病 吕 雪 的 而 
塞 的 抗旱 的 以 及 具有 通 合 礁 某 一 地 区 的 其 他 有 利 特性 的 品种 ,而 且 也 
要 硼 成 在 发 至 期 间 内 上 比较 便 从 管理 的 以 及 没有 任何 妨 夏收 割 工作 机 械 
化 的 缺点 的 品种 。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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